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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之弓
,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
,

以加藤一郎 (原东京大学校长
,

现任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
、

日本人类环境问题研究会会长 )为团长的 日本人类环境问题访华团一行十八人
,

于去年九

月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间和学术交流
,

先后在北京
、

武汉
、

南京和上海等地
,

与我国法学界和

环境保护部门的人员
,

就民法
、

经济法和环境保护法等方面的问题
,

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

现

将 日本法学家介绍的一些主要情况整理出来
,

供读者参考
。

关于日本的民法
、

商法和经济法

加藤一郎团长着重介绍了 日本民法与 日本经济发展的关系
。

他说
,

日本制定民法花

了三十年的时间
,

是一八九六年制定出来的
。
日本的民法起到了促进本国生产发展的作

用
。

民法的具体规定 (如债权 )可以促进现代的交易
,

并能预见到交易的前途和后果
。

如签

订了合同
,

一方不履行
,

他方即可去法院告发
,

法院就能依法责令其履行合同
。
这样

,

无疑

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
。

加藤教授认为
,

日本经济的发展虽然不是民法的直接结果
,

但足

民法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条件
。

如果没有法律制度的保证
,

日本的经济就不会发展得那么

快
。

所以法律制度成了 日本经济发展的基础
。

他还认 为
,

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
,

除了民法

以外
,

其他因素也不能忽视
。

首先
,

国家的政治体制要稳定
。

如果政局动荡不稳
,

人心浮

动
,

就不能安心搞交易
,

国内贸易如此
,

国际贸易更是如此
。

一个国家不能进行正常交易
,

要发展生产
、

繁荣经济是不可能的
。

其次
,

国家要有正确的经济政策
。

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
,

有一段时间 日本的经济还是非常贫困的
。

但是
,

由于国家正确地决定了重点生产

项目
,

采取了优先发展煤
、

铁和电力等积极措施
,

经济发展相当快
。

此外
,

由于 日本战败而

减少了军费开支
,

也是促进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因素之一
。

日本九州大学法学部德本镇教授
,

介绍了 日本民法
、

商法和经济法的主要内容和基本

原则
。

他说
,

日本民法是参考德国民法
、

法国民法于一八九六年制定的
。

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
,

一九四八年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
,

主要是对原来的家族法
、

亲属法部分作了修

正
。

直到现在
,

日本民法包括财产法和家族法
。

财产法包括总则
、

物权法和债权法 ; 家族

法包括亲属法和继承法
。

日本民法中的财产法
,

就是规定一般私人的财物交易 (包括买卖
、

借贷和使用等 )的章

程
。

进行财物交易
,

需要遵循以下四个基本原则
:

一
、

法律上人格平等的原则
。

迸行交易
,

首先必须有进行交易的主体
。
日本民法把

所有的自然人都规定为能作交易的主体
,

并且把法人也作为交易的主体
。

所有进行交易

的主体
,

在法律上其人格都是平等的
。

二
、

所有权不可侵犯的原则
。

进行交易
,

必须确认归属于个人的财产
。

那就是说
,

“
物

”
是谁的

,

他就有支配权
。

保证
“

物
”
的所有者享有自行文配的权利

,

这就是听有权不可

侵犯的原则
。

私有财产制度就是建立在这种所有权不可侵犯的原则之上的
。



三
、

契约自由的原 l MJ
。

进行交易
,

相互间就要订立
“ 买卖

” 契约
。
通常是契约越 自由

,

交易就越机动灵活
。
因此

,

契约自由的原则就成为必要的了
。

·

四
、

故意和过失责任的原则
。

进行交易
,

如果首先承认以上三个原则
,

交易就成为可

能
。

但是
,

有人盗窃他人之
“
物叹故意的情况 )

,

或因疏忽对别人之
“

物
”
有所损害 (过失的

情况 )
,

这样交易就无法圆满地进行下去
,

这就要责令其对被害人进行赔偿
。

因此
,

故意或

过失责任原则就成为必要的了
。

前三项原则对于交易如果说是积极的保护原则的话
,

那

么第四项原则就可说是一个消极的保护原则
。

德本镇教授说
,

根据民法财产法
,

一般私人就能进行财物交易
。

但是
,

财物交易活跃

起来
,

特别是以企业为中心的有计划
、

有组织的交易兴盛起来
,

民法财产法就不够用了
,

就

有必要为企业间的交易
、

企业和私人间的交易建立特殊的法
,

即商法
。
日本商法的组成部

分如下 : 总则
、

公司法
、

商行为法
、

海商法以及作 为特别法的票据法和支票法
。

福冈大学法学部高田桂一教授在谈到 日本商法时说
,

商法就是有关企业组织
、

经营
、

活动的法律
,

它包括规定私营企业组织的公司法
。
在战后

,

一九五O 年关于公司法的规定

曾作了较大程度的修正
。

修正的理由是
,

为了复兴战后的 日本经济
,

就有必要引进外国资

本
,

特别是美国资本
。

因此
,

将 日本的公司法加以修正
,

接受美国公司法的制度
,

以便使

美国的资本能够安心地与 日本的公司进行交易
、

投资
。

同时
,

为了从一般国民那里收集资

本
,

就制定了保护投资人的证券交易法
,

建立了公开企业情报的制度和监督证券公司的制

度
。

高田教授认为
,

由于建立了使公司易于筹措所需资本的基础
,

因而 日本商法在战后的

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德本镇教授还简要地介绍了 日本经济法的概况
。

他说
,

自由贸易虽然好
,

但假如过分

宽容的话
,

大企业就会越来越大
,

小企业就会越来越小
,

最后被大企业吃掉
。

而这种情况

当然也会给消费者带来麻烦
。

因此
,

应当谋求企业的公平竞争
,

并对消费者采取适当的保

护措施
。

为此而制定的特别法
,

就是禁止垄断法等经济法
。

高田桂一教授在谈到 日本经济法的性质时说
,
日本的经济法与中国有所不同

。
日本经

济法主要包括
:
独占禁止法 (反垄断法 )

、

银行法
、

经济统制法
、

消费者保障法和百货店法

等
。

在 日本
,

民法和商法称之为
“
私法

” ,

宪法
、

行政法和刑法称之为
“
公法

” 。 “

私法
” 主要

是体现和调整自由竞争的 ; “
公法

,
则是体现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

而经济法就是介乎
“ 私法

” 和
“

公法
”
之间的一种法律

,

它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
。

他说
,

经济法是规定企业在全

部国民经济中占何等位置
,

国家对企业进行如何程度的领导
,

扶植和监督
,

即国家对企业

介人乃至干涉的法律
,

也就是调整所谓纵的关系
、

上下关系的法律
。

战后
,

以美国为中心

的联合国
,

解散了 日本的财阀
。

为了不使这些企业再度集中资本
,

成为支配产业的垄断企

业或寡头企业
,

于是制定了禁止垄断法
,

它被称为经济宪法
,

对谋求没有垄断的公正竞争
,

实现与维持自由主义经济和发展战后经济都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

可是
,

放任的自由竟争
,

有导致同归于尽的危险
。
因此

,

对于企业就感到有必要相互

缔结协定
,

以限制过分的价格竟争
,

特别是在萧条的时候更加有此必要
。

这样一来
,

对于

禁止垄断法的严格执行
,

就成为干扰
。

结果于一九五二年以后
,

禁止垄断法经过数次修

改
,

对以合理化为目的而成立的卡特尔给予承认
,

放宽了限制合并的规定
。

然而
,

由于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冲击而发生的商行囤积
、

石油公司提高价格
,

卜特尔肆

行无忌
,

使消费者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害
。

于是
,

对实行卡特尔的企业使之负担
“

课征金
” ,



对出现弊害的处予蜜断状态的企业进行分割
,

规定了协调提高价格的限制
,

加强金融机关

持股的限制
。

这个修正已经于一九七七年起实施
。

银行
、

保险
、

电力
、

煤气
、

铁道和公共汽车运输等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
,

都分别

制定了银行法
、

保险业法
、

电气业法
、

煤气企业法
、

地方铁道法
、

道路运输法等
。

关于日本民法研究方面的情况

神户大学法学部西原道雄教授介绍了战后 日本民法研究方面的情况
。

他说
,

民法学

的现状是
,

范围极广
,

论点也很多
,

许多研究人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争论着
。
就近年来

的一般情势来说
,

产生这样一种倾向
,

即以对个别的
、

现实的问题研究为主流
。

这是因为
,

民法特别是财产交易的领域
,

是以当事人地位的平等为前提的
。
因此

,

研究者大多是从圆

满进行交易
、

保障契约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公平出发
,

在技术性方面的不同意见
,

有所争论
,

而由于基本立场不同
,

以致发生深刻的争论是很少的
。

与宪法
、

刑法
、

劳动法和经济法等

领域相比较
,

个别的
、

具体的和技术性的争论居多
,

这是民法学界
、

商法学界很大的特点
。

西原教授在谈到关于法律与经济的关系的研究时说
,

在 日本
,

早在一九二O 年
,

就已

经出现了把法律同经济的关系
,

就民法的各种制度加以闸明的研究
。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

结束
,

从同样的观点出发
,

对民法的基本原则
,

和作为契约基础前提的私有权制度
,

进行了

分析和批判
。

川岛武宜著的《所有权法的理论》一书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

这类著作在各个

时代都得到很高的评价
,

为广大年轻研究人员所阅读并给予相当的影响
。

可是
,

把问题再

展开作进一步的研究
,

从那以后却不太多
,

而是变为更多地去研究具体的
、

现实的问题了
。

西原教授还就战后初期关于民法的主要论点作了说明
。

他说
,

由于 日本战败
,

日本的

社会和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在法律制度方面
,

以国民主权
、

和平主义以及尊重基本人

权为基调
,

制订了新的宪法
。

由于宪法规定了个人尊严和男女基本上平等
,

从前的民法亲

属篇
、

继承篇就成为违反宪法的了
。

于是从一九四八年开始
,

进行全面的修改
,

如何对包

含若千封建色彩的旧法的规定进行彻底改革
,

这是当时重要的争论点
。

几乎所有的民法

学者
,

对促进家族法的民主化
,

在认识
.

上都是一致的
。

因此家庭的民主化是战后初期的一

个重要趋势
。

战后另一个重大的改革是土地的解放
。

由于土地改革
,

产生了许多自己耕种自己土

地的自耕农
。

这虽然对提高农民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

但对山林等并没有解放
。

山
一

于城

市近郊住宅地不足
,

土地价格暴涨
,

随之发生了有人卖掉土地而离开农业的现象
。

战后由

于住宅不足
,

地主
、

房主与租地人和稚房人之间
,

矛盾比较尖锐
,

发生了许多纠纷
。

这就产

生了关于是重视土地
、

房屋的所有权
,

还是更加看重租借人的居住利益的争论
。

此外
,

西原教授还谈到了契约法的问题
。

他说
,

在契约法上
,

当事人的自由协商虽然

是不可缺少的
,

但对于应该把它强调到什么程度
,

认识上是有分歧的
。

强调契约自山的 沦

者
,

认为必须原封不动地按照所规定的形式来尊重契约的执行
。

与此相反
,

着眼于当事人

实质上不平等的论者
,

主张对形式上的自由作出若干限制
,

目的在于确保当事人之间的实

质上的平等和维持契约的公正性
。

西原教授说
,

在 日本
,

作为民法学上争论的问题
,

除上面提到的以外
,

还有损害赔偿
、

担保及其他很多题目
。

对于在民法领域内的环保法
,

也进行着相当多的争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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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日本的环境保护法

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野村好弘教授
,

比较全面地介绍了 日本的环境保护法
。

据野

村好弘和其他教授的介绍
,

日本的环境保护法主要包括公害防止法 (即公害对策基本法 )
、

自然环境保护法和环境变更限制法
。

公害对策基本法是防止公害的基本法
,

具体的法规很

多
,

主要的有 :大气污染防止法
、

水质污浊防止法
、

海洋污染防止法
、

内海环境保全特别措我

法
、

地下水采用限制法
、

工业用水法
、

恶臭防止法
、

噪音限制法
、

振动限制法
、

农用地土壤污

染防止法
、

废弃物处理清扫法
、

化学物质审查制造限制法
’

、

公害损害健康补偿法
、

公害纷争

处理法
、

公害犯罪处罚法等
。

自然环境保护法主要包括森林法
、

自然公圃法和鸟兽保护法
。

朝日新闻东京本社的编集委员木原启吉
,

对于 日本居民与环境保护法的关系及其在

制定环境保护法中的促进作用作了介绍
。

他说
,
日本的环境破坏

,

其严重悲惨程度在世界

上曾是无比的
。
六十年代日本政府在

“
收入增加一倍

. 的口号下
,

实施了高度经济成长政

策
,

其结果是经济获得快速的发展
。

日本列岛各地建立起工厂
,

扩大了城市市区
,

登上山

顶游览的汽车道在各地筑成
。

但是在另一方面
,

珍贵的自然海岸被填平
,

田园被破坏
,

污

染了都市的大气
,

污浊了河川
、

湖沼
、

海洋的水质
,

破坏和消灭了古迹以及有历史价值的城

市房屋
。

由于污染造成许多病患者
,

甚至造成死亡
。

在 日本全国出现的环境破坏
,

必然在各地使居民陷于涂炭之苦
。

被害居民要求消灭
、

改善污染的根源
,

提出判给赔偿金的要求
。

居民的反对运动
,

犹如燎原之火
,

遍及整个日

本列岛
,

大大改变了 日本国民对生活环境的看法
。

对环境破坏曾持忍耐态度的国民
,

现在

在各地告发环境破坏
,

促使企业改变其对居民的轻视态度
,

要求采取解决的对策
。

由于居

民向地方自治休 (县和市 )要求采取解决措施
,

地方自治体就制定条例
,

接着国家就制定了

法律
。

这就是说
,

环保法是根据居民要求
,

以居民的意志为出发点而制定的
,

不象其他法

律那样
,

是由国家从上而下制定的
。

东海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助教授宇都宫深志着重介绍了日本的地方自治和环境保护的

关系
。
他说

,

在日本
,

新的地方自治制度的原则
,

是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制定的
。

在防止公害上
,

地方公共团体完成了大量的任务
。

它们实行对公害的监督
、

测定
、

取

缔等重要职能
,

寻求综合的环境保护对策
,

其采取的防止公害措施如下
:

1
.

根据地方自治的原则
,

各地方公共团体制定了防止公害条例
。

2
.

根据各地方的不同情况
,

充实
、

扩大了环境行政组织
。

一九七八年十月一 日
,

都道

府县的所有公共团体都设立了公害专门局
、

处
、

科
,

而且在所有这些团体中都设立了公害

中心
、

公害研究所或类似的机构
。

都道府县从事公害工作的人员总数
,

一九七八年是六千

二百九十九人
。

百分之三十三的市
、

镇
、

村有了研究有关环境问题的组织
。

3
.

解决公害的费用
。

一九七七年度
,

地方公共团体支出的解决公害费为一兆八千七

百九十二亿元 (其中都道府县六千五百零八亿元
,

市镇村一兆二千二百八十四亿元 )
。 ①

4
.

促进防止公害设施的建立
。

地方公共团体对防止公害的设施实行贷款和辅助金的

援助
。

现在
,

环保行政部门正从
“
限制公害

”
向

“
环境的创造

”
过渡着

,

这一新的作用和职能已

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

(王存学 整理 )

。 日元 1“ 元约相当于人民币 1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