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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法学教育应当紧密联系立法与司法实践，以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实现这一目标，传统的法学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必须进行改革。
目前，各高等法律院校广泛采用的案例教学法，就是众多法学教育改革措施中最为重要的一项。
案例教学法的实施，促进了法学教学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值得推广和倡导的一种
教学方法。
为配合案例教学的开展，我们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主编了“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教学案
例”，并于2003年陆续出版。
本套教材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体系新颖。
本套案例教材以法学的基本理论为线索，就每个具体理论问题设案情简介、思考方向、法律规定、学
理分析、自测案例五个部分，这一体例可以充分地体现实践、法律、理论的有机结合。
第二，内容简洁。
本套案例教材力求以简洁的语言阐述问题，解析实例，说明法理，使学生能够一目了然。
第三，紧密结合法律规定。
为避免案例教材脱离法律规定的现象，本套案例教材特别强调现行法的规定，并通过实例的解析帮助
学生理解法律的规定，以增强学生掌握和运用法律的能力。
第四，具有启发性。
本套案例教材在每个具体问题的设计上都包括有思考方向及自测案例，其目的就是给学生以充分的思
考空间，启发学生运用理论与法律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法学案例教学的需要，配合北京大学出版社“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的应用，体现
法学教学改革的研究成果，我们对“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教学案例”进行了全面修订，使教材和案例
相辅相成。
本套丛书的修订版仍由房绍坤教授、郭明瑞教授担任总主编，同时约请具有丰富教学经验和较高理论
水平的学者担任各分册的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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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的《物权法案例教程》的第二版，它具有两个主要特点，首先，
严格按照我国《物权法》的结构进行编写，尽量做到每一个条文都有相应的事例说明，针对每一条文
规定从学理解读和事例分析两个方面进行说明，减少学理解读的内容，增加事例分析的篇幅，补充了
最新的司法解释和许多重要事例。
其次，我们收录的事例绝大多数选自中国法院网和《人民法院报》，以近年来发生的热点案例为主，
包括法院判决、政府文件和新闻报道，其目的是强调了解真实社会现象的重要性，培养读者分析实际
问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书既可以作为本科生、研究生的参考教材，也可以为相关法律实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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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主要参考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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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关于共有的规定。
这一章值得注意的是第103条的规定：“共有人对于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
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
”如何认定合伙的财产关系的性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分歧。
合伙有作为民事主体的合伙企业，也有不是民事主体的合伙合同。
这一条在“家庭关系”之后加了一个“等”字，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留下了空间。
（5）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
《物权法》第106条明确规定了善意取得的三个要件：第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第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第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
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这一条规定的善意取得要件是严格的，对于价格不合理或者无偿取得都一律排除在善意取得之外，利
弊如何，有待总结。
有学者认为现在规定善意取得制度的条件不成熟，《物权法》规定善意取得制度不利于防止国有资产
流失。
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上无权处分的特别规定，保护善意受让人取得所有权，目的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
，原所有人有权向无权处分人请求赔偿损失。
无权处分人造成国有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违反行政管理规定的，依法承担行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物权法》不规定善意取得制度，不利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第三编 用益物权这一编需要着重理解的问题有：（1）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
这一章是多年实行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在《物权法》上的高度概括性总结，政策性较强。
（2）关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规定。
理解这一章，首先是权利名称问题。
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对这一章规定的权利名称有四种意见：土地使用权、基地使用权、地上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
这四种权利名称各有利弊，采用建设用地使用权较为符合其权利内涵。
热点问题是土地使用权期满后的续期问题。
《物权法》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自动续期。
住宅用地使用权期限为70年，对期满续期是否交土地使用费，有不同意见。
立法机关认为，如何规定续期后使用权人应承担的义务，目前还缺少足够的科学依据，因此不作具体
规定。
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用处不同，期满后是否续期，应当由建设用地使用权人自己申请，具体办法
按照法律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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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物权法案例教程》自2004年7月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六年之久，当时我国《物权法》尚未颁布
施行，案例编写沿用了国内相关教材的体例。
自我国《物权法》颁布施行以后，原书所选案例更显得陈旧，难合时宜。
此番修订实为重新编写，根据出版社反馈的读者意见，对目前物权法案例教材欠缺的内容作了许多补
充；我们在编写体例上也作了新的尝试，严格按照我国《物权法》的结构进行编写，尽量做到每一个
条文都有相应的事例说明，针对每一条文规定，从学理解读和事例分析两个方面进行说明，增加事例
分析的比重，减少学理解释的篇幅。
本书收录的案例绝大多数选自中国法院网和《人民法院报》，以近年来发生的热点案例为主。
由于这些案例基本上都经过作者的编辑，有的非常简单，所以我们称之为“事例”，若我们不同意其
观点，则简单说明理由；否则即不再赘述。
另外，在事例中，我们选择了个别司法考试中的例题，有时所举的事例是政府文件或者新闻媒体的报
道，而且有时将个别案件的判决书全文抄录，其目的是提醒读者阅读判决书的重要性，判决书尽管表
面上显得有点烦琐，但从中可以反映出法院意见的形成过程和大量的社会信息，以此帮助读者了解真
实的社会，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其重要性是司法考试例题所无法代替的。
值得强调的是，大陆法系的所谓案例分析都有一个假设的前提，即案件的事实已被证据证明，因而不
同于英美法系的案例分析，英美法系的案例分析因证据甄别必然占用很大篇幅而显得繁杂，但对于证
据的甄别是众所周知的最重要的实务经验。
由于案例教材毕竟是辅助教材而不是课堂教学使用的规划教材，所以我们将学理解释称为“学理解读
”，规划教材以学理解释为主，而学理解释一般是指权威学者所论，故本书不敢妄言。
对于通俗易懂的条文，我们不敢妄行解读，只是提出相关的法律规定或者在适用时值得注意的问题，
希望做到简明扼要，以区别于目前教育部统编的课堂教学规划教材。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权法案例教程>>

编辑推荐

《物权法案例教程(第2版)》是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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