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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首先，本书第一章以私法主体资格范畴上的既有学说为基础，界定该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分析该范畴
与主体、自然人资格、法人资格、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等范畴的联系与区别，并分析主体
资格意义上的“人格”范畴与“人格权”范畴以及后者中的“人格”范畴的关系；同时，探讨主体资
格制度的功能，解释本书的主题——私法主体资格的“分化”与“扩张”。
    其次，本书第二章将介绍罗马私法上的主体资格制度，以作为分析近代大陆法私法主体资格制度的
前提。
    再次，本书第三章将分析以德国民法为代表的近代德意志法系创设自然人资格、法人（尤其是财团
法人）资格以及三种民事能力的理论依据，探讨自然人、法人主体是否具有共同的质的规定性，说明
近现代大陆法私法中确定主体资格制度之适用范围的根本依据。
同时，分析以德国民法为代表的近现代大陆法私法中私法主体资格制度的价值取向。
    然后，本书第四章将以第一章和第三章揭示的主体资格制度的价值取向为基础，分析现代民法中的
哪些制度是旨在实现相应价值取向的主体资格制度的体现。
    最后，本书第五章将探讨死者、动物和物种是否可以享有私法主体资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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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本书的研究动机  二、本书的研究范围  三、本书的结构与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四、本书的基
本研究方法第一章　破题：对相关范畴及本书主题的分析  第一节　“私法主体资格”范畴的内涵    一
、“法律主体资格”范畴的内涵    二、关于“私法主体资格”范畴之内涵的既有学说    三、本书对主
体资格范畴之内涵的界定    四、主体资格范畴所体现的法学思维    五、“主体资格”范畴与其他相关
范畴之辨析  第二节　主体资格的类别    一、关于主体资格之类别的既有学说    二、主体资格不限于权
利能力：兼评主体资格范畴    上的“权利能力说”    三、主体资格的若干类别  第三节　主体资格制度
的功能    一、在私法制度的社会功能之层面上的分析    二、在近现代大陆法私法制度的立法和适用之
层面上的分析    三、探讨主体资格制度之功能的方法论意义  第四节　对主体资格的“分化”与“扩张
”的分析    一、对主体资格“分化”、“扩张”范畴的逻辑分析    二、主体资格的“分化”、“扩张
”在近现代大陆法私法史上的意义    三、主体资格的“分化”、“扩张”的价值取向    四、主体资格
的“分化”、“扩张”的现实基础第二章　罗马法中的主体资格制度  第一节　罗马法中的自然人资
格制度    一、概述    二、罗马法上的人格和身份制度的主要内容    三、罗马法上的人格和身份制度的
功能与价值取向  第二节　罗马私法中的法人资格制度    一、概述    二、城市法人之主体资格的确立    
三、私人社团法人资格的确立    四、企业法人主体资格的确立第三章　近代大陆法上私法主体资格豹
分化——以德国民法为主要分析对象  第一节　近代大陆法上自然人资格的确立依据    一、生物人普遍
享有自然人资格的思想基础：思想史上的宏观考察    二、《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确
立自然人资格的主要思想依据：自由意志理论    三、小结  第二节　德意志法系中法人资格的确立依据
   一、德国民法确立社团法人之主体资格的思想依据：法人实体说    二、德国民法上确立财团法人之
主体资格的思想依据：自由意志理论的解释    三、结论第四章　近现代私法中主体资格的扩张——以
自由和平等的价值取向为视角第五章　现代私法主体资格之扩张中的争议与思考——以死者和动物的
法律地位为分析对象结论与启示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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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破题：对相关范畴及本书主题的分析　　第三节　主体资格制度的功能　　以上对主体
资格范畴的分析基于其作为法学范畴的特质，主要是法理逻辑层面上的分析。
主体资格范畴同时又指私法主体资格制度，所以，本节就从其功能的角度来分析主体资格制度，这也
是从价值关联的角度对主体资格范畴的另一种理解。
　　一、在私法制度的社会功能之层面上的分析　　总的来说，主体资格制度具有组织一个市民社会
并规范社会生活资源的分配这两个方面的功能。
兹分述之。
　　首先，由于市民社会是一个众多个人所形成的社会，其组织就包括两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对人进行分类，通过本国人与外国人这两种主体类型把“我们”（属于本市民社会）与
“他们”（属于其他市民社会）分开，赋予全部的“我们”和一定的“他们”以相应的主体资格，这
体现了主体法的对外方面，因为人类不是一个共同体，而是诸多共同体的总和，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
，内外应有所别。
第二个环节是运用不同的主体资格类型在某个共同体内把人分为不同的类别作为法律适用的基准，分
别给予具有不同主体资格的人以不同的待遇。
比如，或赋予完全的行为能力，或限制其这方面的能力。
通过以上作出的对人的分类，立法者力图做到“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壮有所用”。
因此，主体资格制度是组织一个市民社会的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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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私法主体资格的分化与扩张》以私法主体资格的类型化为研究对象，在提出一个简要的理论
模式（主体资格范畴的三要素）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分析、价值考量和历史分析相结的方法，界定了
主体资格范畴的内涵、外延及其他相关范畴的联系与区别，分析了主体资格制度的功能与价值取向，
重点探讨了近代德国私法确立几种主要的主体资格制度的思想依据以及近现代私法中主体资格的扩张
现象（尤其是死者和动物可否具有主体资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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