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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基础上进一步修改提高的成果，反映了作者对这一领域问题的长
期关注和积极思考。以往法学界对公司法的研究，围绕当前中国公司制实践的研究居多
，注重国外*公司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居多，而对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与实践的关注则相对
不足，本书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近代中国4部公司法上，对近代中国公司立法经验和教训
进行了总结，其学术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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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晚清《公司律》——近代中国对公司法的初步理解
  第一节晚清《公司律》出台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
  一、晚清的公司实践以及相伴发展的公司制思想为晚清
  《公司律》的出台作了物质和意识上的准备
  （一）“公司”之语源：以制度性视角展开的历史考察
  传统中国是个古朴的农业社会，在这种自足型的经济中，75％以上的人力都从事农业
生产，农业生产的产值过低以及因此造成微薄的个人收入不足以形成“资本”。那时，
虽有少量的手工业、商业以及对外贸易，但是典型的西方式的“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
。传统中国文化说到底是一种“非经济性的文化”——自足性的农业文化。在传统中国
经济中，社会财富的积累非常缓慢，因此积贫积弱成了中国传统社会走到后期最主要的
表征。而此时，西方社会的经济结构实现了全面的变革——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社会
生产实现了工业化，经济组织形式实现了公司化，资源配置实现了市场化，法律制度实
现了现代化。正是这样一种经济结构，迅速推动了西方国家社会财富的积累以及综合国
力的增强。同时资本强烈的扩张本性，特别是资本在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贪婪本性，推动
西方国家将掠夺的触角迅速伸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就是以这样一种
方式开始的。中国初识公司也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开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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