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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

课程教学大纲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类型
总学时为学时数 理论课（含上机、实验学时）

总学时为周数 □实习 □课程设计 □毕业设计

课程编码 7323501 总学时 48 学分 3

课程名称 商法

课程英文名称 Commercial Law

适用专业 法学

先修课程 （7068611）民法

开课部门 文法学院法律系

二、 课程性质与目标

本课程的授课对象为大学本科知识产权专业的学生，属于专业必修课。在学

生的培养过程中，本课程具有重要的地位。课程所涉及的有关内容将成为学生学

习、理解、掌握其它法学专业课的基础，对学生今后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也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在知识和能力方面应完成以下任务目标：理解并掌

握商法的概念、调整对象、商法的基本原则、商法的适用范围理论，概括了解商

法的发展历史。理解并掌握商法中的商事法律关系理论、商事主体理论、商事行

为理论、票据权利和票据行为的基本理论、国外商法简介，以及中国内地、台湾、

香港、澳门商事立法内容，对相关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有关的法律规定有全

面的了解和掌握。概括了解涉及有关制度的法学争议观点和发展动态。通过案例

教学的方法，培养学生运用法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掌握一

定的案例分析方法，并学会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剖析一般的商事案例。

课程目标 1：学生应掌握商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商法知识体系的基本

内容并了解商事单行法的主要内容。

课程目标 2：学生应能运用相关商法原理分析解决相关法律问题。

课程思政目标：通过对中国商帮法律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介绍，使学生学

习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能够具有社会责任感和

良好的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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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课程教学基本内容与要求

1.商法基础理论

教学基本内容：

（1）商法的知识体系

（2）商法的基本原则和发展趋势

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课堂讲授，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商法学的学习方法，从整体上了解商法的

知识结构体系，掌握商法的概念、特征、八个基本原则以及商法学的基本知识结

构等商法基础知识，为今后的学习打下基础。

2.商法的集权理论与财产权计量理论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集权理论

（一）商法中的集权现象及其理论空白

（二）一般财产权的量的积累向资本性财产权的质变

（三）由一般权利向权力化权利的质变

第二节 财产权计量理论

（一）财产计量的方法

（二）财产计量方法在商法中的运用

思政元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教学基本要求：

全面掌握民商法中关于财产权的基本理论，并通过查资料、讨论、讲解的方

式，对商法中的集权理论进行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结合会计学基础的相关的

知识、法律制度，对相关问题，主要是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进行法律上的分析。

3.法国、德国商法简介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法国商法典

（一）法国商法典的立法背景

（二）法国商法典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第二节 德国商法典

（一）德国商法典的立法背景

（二）德国商法典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思政元素：法国大革命的启蒙思想（由神本主义向人体主义的转化）来自于

中国传统人本文化（播放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的视频演讲）。

教学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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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生课下查资料、理线索，通过课上老师的讲解和介绍，以法国大革命

和德国统一的历史文化特点为主线，全面了解法国和德国商法的发展过程，重点

掌握法国和德国商法的不同特点。

4.日本、美国商法简介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日本商法典

（一）日本商法典的立法背景

（二）日本商法典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第二节 美国统一商法典

（一）美国统一商法典的立法背景

（二）美国统一法典（UCC）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思政元素：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论

语与算盘》把儒家文化与商品经济有机结合的典范。

教学基本要求：

要求学生课下查资料、理线索，通过课上老师的讲解和介绍，以日本明治维

新、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统一战争的历史文化特点为主线，全面了解日本商法和

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发展过程，重点掌握日本商法典和美国统一商法典的主要内容

和特点。

5.中国内地、台湾地区商事法律制度简介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中国商帮文化中的自律规则

（一）中国明清十大商帮简介

（二）中国传统商帮文化中的自律规则

第二节 中国大陆和台湾商事立法

（一）中国大陆近现代的商事立法

（二）中国台湾地区商事法律制度

思政元素：晋商、徽商、十三行商等商帮文化及其儒学信仰（孔子、关公、

朱熹、妈祖），中国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儒家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基本一致性。

教学基本要求：

预先布置思考题，要求学生课下查资料，并观看《中国商人》电视专题片（共

20 集），了解中国商人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通过课上老师的讲解和同

学的讨论，深入体会中国重农抑商、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历史教训，增强学生对中

国发展商品经济、注重商事立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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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有待于传统儒家思想的回归，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应该与商品经济结合，呼唤

儒商的大量出现。在强调自律规则的同时，还要了解中国近现代商事立法等他律

规则的主要内容，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商事立法的主要内容。

6.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商事法律制度简介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中国香港地区商法

（一）中国香港的自由港经济制度

（二）中国香港与国际接轨的商事立法

第二节 中国澳门地区商法

（一）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商事法律制度

（二）澳门商法典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思政元素：“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解决历史领土争端问题的典范。

教学基本要求：

预先布置思考题，要求学生课下查资料，了解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香港

判例法与成文法相结合的商事立法特点、澳门的典型大陆法系民商分立的商事立

法特点、澳门商法典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7.商主体法律制度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商主体的一般分类

（一）商主体与民事主体的关系

（二）商主体的一般分类

第二节 商主体的特别分类

（一）商主体的特别分类及原因

（二）一般商主体

（三）特别商主体

思政元素：社会主义国家在商主体领域的特点：是国有企业和涉及国计民生

的上市公司的国有股的控制地位。

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对商主体一般分类的学习，使学生对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公司这

三种企业形态各自的特点有所了解。结合我国商事单行法的体系化的学习，提出

对商主体按照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将其进行特别的分类：一般商主体、特别

商主体，对特别商主体中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设立条件与特点进

行分析，并进行举例说明。

8.商行为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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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商行为的一般分类

（一）商行为与民事行为的关系

（二）商行为的一般分类

第二节 商行为的特别分类

（一）商行为的特别分类及原因

（二）一般商行为

（三）特别商行为

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对商行为一般分类的学习，使学生对基本商行为、辅助商行为、绝对同

行为、营业商行为的特点有所了解。结合我国商事单行法的体系化的学习，提出

对商行为按照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将其进行特别的分类：一般商行为、特别

商行为，对特别商行为中的票据行为、证券交易行为、保险买卖行为的特点进行

分析，并进行举例说明。

9.商法的特点和商法重心的推移与挑战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商法的特点

（一）商法的技术性、保护营利性特征

（二）商法的国际性、行业性特征

第二节 商法重心的推移

（一）商法发展的注重贸易法（合同法）阶段

（二）商法发展的注重企业法的阶段

（三）商法发展的企业法与金融法并重的阶段

（四）金融活动与金融法的地位与作用

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参观“钱币博物馆”（北京市 西交民巷 17 号），通过在博物馆讲解员

的现场讲解，对人类货币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深入学习，结合实物货币的观看和参

观后的讨论，加深对货币发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金融活动和金融法在现

代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

10.股份转让与股票交易行为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股票的发行、上市

（一）股份与股票

（二）股票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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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票的上市

第二节 股票的交易

（一）股票交易所

（二）股票交易的特殊规则

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对股份与股票、股份转让与股票交易行为、股票发行、股票交易的概念

的介绍，要求学生掌握相关基本概念，并了解股票交易的历史发展过程：分散露

天交易、集中的交易所交易、经纪人代理交易、电子化交易、网上交易。

11.商事信托与投资基金法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商事信托

（一）商事信托的设立、生效和当事人

（二）商事信托的财产

第二节 投资基金法

（一）投资基金的种类和特征

（二）投资基金的法律关系

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对信托法、投资基金法的学习，使学生对商事信托的设立、生效和当事

人等有所了解。对投资基金的种类、特征和法律关系等有所了解。结合我国信托

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与一般的交易行为相对比，体会出商事信托和投资

基金的特殊性。

12.商业银行与支付法

教学基本内容：

第一节 商业银行法

（一）商业银行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二）商业银行的业务与经营规则

第二节 支付与票据法

（一）商事支付方式与支付法

（二）票据类型及其基本法律规则

教学基本要求：

通过对商业银行法、票据法的学习，使学生对商业银行的设立、变更、终止

的特别法律规则有所了解，并且，对票据的出票、背书转让、保证、提示付款、

付款、追索等行为的内容和特点有所了解。结合我国票据法的学习，并与一般商

行为的比较对票据法的基本内容、以及票据行为的特殊性有所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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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讲 授 实 验 上机

课内学时

小计

课外

学时

第一讲 商法基础理论 4 4

第二讲 财产集中与计量 4 4

第三讲 法、德商法典 4 4

第四讲 日、美商法典 4 4

第五讲 内地、台湾商法 4 4

第六讲 香港、澳门商法 4 4

第七讲 商主体法 4 4

第八讲 商行为法 4 4

第九讲 商法特点和重心 4 4

第十讲 股票交易行为 4 4

第十一讲 信托与投资基金法 4 4

第十二讲 商业银行与支付法 4 4

合 计 48 48

五、 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

要求学生阅读与本课程各章节有关的专著、教材和论文以及相关的法律条

文，要求学生做出读书笔记。学会用网络、图书馆等渠道搜集相关的立法、司法

信息， 培养学生关注学界理论发展、及时了解相关立法、司法信息的能力。

课堂教学中将结合所学内容穿插一些商法实际案例和课堂讨论，引导学生运

用商法理论、规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理论教学中，将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配合授课内容制作幻灯片，插入音频或视频，加强课堂的生动性，帮助学生理解

相关理论和知识，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确立良

好的商业道德。此外，还可以针对外专业学生学习法学课程的特点，指导学生收

集资料，组织开展课堂情景剧演示等，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加深学生对知识

的理解并达成思政目标。

六、 教材与参考资料

1.教材

《商法学》，商法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年版，ISBN

9787040500752。

2.参考资料



8

（1）《商法总论讲义》，王瑞，法律出版社，2019 年版，ISBN 9787519741174。

（2）《商法原理重述》，陈醇，法律出版社，2010 年版，ISBN 9787511804389。

（3）《商法学》，徐学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ISBN

9787300139555。

七、 课程考核方式与成绩评定标准

本课程总评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个部分，平时成绩占 30%，

期末考试成绩占 70%。平时成绩包括平时作业、课堂考勤、课堂作业、课堂表现

四个部分，其中平时成绩、课堂考勤、课堂作业各占平时成绩的 30%，课堂表现

占 10%。期末考试采取闭卷考试方式，主要考查学生对课堂所讲商法基本概念和

基本原理的理解与运用，以及是否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发扬优秀传

统文化、确立良好的商业道德。具体情况由授课教师根据课堂人数、学生基础等

不同情况确定。

八、 大纲制(修)订说明

本大纲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每届学生情况不同、当年学界研究及立法情况不

同、法学本科专业课教学手段、方法等变化，任课教师可以做出适当调整。

大纲执笔人：王瑞

大纲审核人：王素娟

开课系主任：王海桥

开课学院教学副院长：袁凤识

制（修）订日期：2021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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