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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物权法教材应当准确、简明和体系化，并反映最新成果。
所谓反映最新成果，包括反映最新的立法、司法解释，以及有分量的科研成果，淘汰过时的规则及其
学说。
所谓体系化，就是涵盖应有的内容，并将它们逻辑且有机地排列组合起来，以彰显观点和思路。
所谓准确，是指依据文义、体系和规范目的等方法，解释法律规范，进一步解读司法解释，客观地介
绍既有的学说，包括通说、有力说及某些少数说。
所谓简明，就是言简意赅，剔除废话，在一定的意义上还含有深浅适度的意思。
　　之所以强调简明，是因为简明的物权法教材，往往脉络清晰，经纬分明，篇幅适中，避免臃肿。
这有助于消除初学者的畏难情绪，避免如坠云雾，便于他们较快地进入法律关系的情境之中，从整体
上把握物权法，领会具体制度及规范。
　　作为物权法教材，应当正面解释我国现行法，以便其适用。
即使是不尽理想甚至存有明显瑕疵的制度及规定，也应尽量通过法解释学的方法消除不足，变成有积
极价值的制度及规定。
这既是法律作为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特别是某些规范为强制性规范的本性所要求的，也是法律人在建
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应当带头垂范地尊崇法律的历史使命所“强加”的。
故批评乃至否定现行法规定的意见，最好不在教材中不加修饰地呈现给物权法理念及体系尚未定型的
学生们，更不要说连篇累牍地阐述了。
如此操作，也在客观上避免了臃肿及迂回曲折，从另一侧面达到了简明。
　　待学生具有了物权法及其原理的一定基础，掌握了物权法原理的主干时，再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阅读和分析专著、学术论文和案例评释，效果会更加理想。
不然，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细枝末节、深入探讨、争鸣论辩，不分轻重缓急，一下子都压给学生，
他们会消化不良，顿生畏难情绪，效果适得其反。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入门阶段，学生掌握了本教材的常规叙述部分，就算达到了教学目的及要求。
　　但是，简明，意味着概括，舍却了某些属性，略去了若干论证环节，未能及于全部范围，放弃了
应有的深度，有时难免意犹未尽，不易完整而清晰地展示出物权法的理论及其体系，也难以条理且自
然地显露出法学方法。
再者，主干毕竟是骨干，缺乏血肉的骨骼不是活生生的人，至少不是健全健康的人；同理，缺乏使骨
干有机联络的物权法学说、思维进路、方法论，也不会成为应用自如的物权法学，要么被束之高阁，
要么只是法律史学的素材。
欲想使学生掌握有血有肉的物权法及其理论，进而深化认识，尽早地进人物权法理论的前沿，甚至于
产生创新性的看法，显然多多益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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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依据我国物权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阐释了物权及物权法的概念，介绍了物权法及物权法学的体系
，分析了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描述了物权法的发展和中国物权法的制定，依次介绍和讨论了物权的类
型、物权的客体、物权的效力、物权的变动、物权的保护、占有、所有权总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相邻关系、共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地役权及探矿权
、采矿权、取水权、养殖权、捕捞权诸用益物权，以及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诸担保物权。
　　本教材的特色在于，贯彻了解释论，辅之以立法论；修课学生必须掌握的内容精干，难易适中；
渴望深造、开阔视野、反思既有规定及理论的法律人,有〔辨析〕、〔论争〕、〔反思〕等部分供给素
材，启迪思维。
  　本教材适于法学本科生、研究生学习之用，也为法学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有益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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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物权法》的体系　　《物权法》共设有五编以及附则。
　　第一编为总则，包括物权法的基本原则、物权的变动规则、物权的保护，三章。
　　第二编为所有权，包括所有权的一般规定、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及私人所有权、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相邻关系、共有、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六章。
　　第三编为用益物权，包括用益物权的一般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
权、地役权，五章。
　　第四编为担保物权，包括担保物权的一般规定、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四章。
　　第五编为占有，共有五个条文。
　　附则，授权地方性法规暂时规定不动产统一登记的权限，以及《物权法》的生效日期。
　　三、债法与物权法的关联　　债法与物权法作为财产法的两大主干，在规范功能和法律适用上具
有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债权和物权在功能上的关联　　债权和物权具有功能上的
关系和互补的作用。
（1）物权的变动多以债权为其原因，如买卖合同加上交付使得汽车的所有权移转给买受人，土地承
包合同的成立并生效产生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等。
（2）《物权法》采取了严格的物权法定主义，当事人不能依其意思创设法律未规定的物权，经常需
要以债权来满足其社会生活的需要。
[1]例如，父母亲和儿子儿媳签订居住权合同，约定父母在儿子儿媳所有的A屋享有居住权，一直到去
世为止。
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居住权为物权，该居住权只能表现为债权。
　　2.债法规定有物权关系，物权法规定有债的关系　　债的关系，有的被规定在物权法中。
例如，《物权法》于其“物权的保护”一章规定了损害赔偿性质的恢复原状（第36条）、侵权损害的
赔偿责任（第37条），于其“所有权”编规定了储蓄受法律保护（第65条第1款），于其“相邻关系”
一章规定了基于相邻关系发生的损害赔偿（第92条），于其“共有”一章规定了因分割共有物给其他
共有人造成损害时的赔偿责任（第99条），于“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一章规定了无权处分人的赔
偿责任（第106条第2款），于其“占有”编规定了恶意占有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第242条、第244条）
，等等。
　　物权关系，也有的被规定在债法中。
例如，《合同法》第133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
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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