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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学院当以法律教育为本。
作为社会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门类，法律的理论教育和职业训练自然应适应这一学科的自身特点。
在回顾世界著名法学院的崛起发展之路时，哈佛法学院是一个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实例，人们自然也不
会忘记曾任哈佛法学院院长的兰德尔(Iangdell)(1826－1906)教授。
正是在他担任法学院院长期间将案例研究与教学引入了哈佛法学院，一改哈佛法学院死气沉沉的旧貌
，开创了哈佛法学院的新时代，兰德尔因此被誉为哈佛法学院的改革者。
1870年，兰德尔在接受哈佛大学埃利奥特校长的聘请，从一个律师转而受命担任哈佛法学院的教授、
院长，并于同年首次出版了判例教材，要求学生阅读和讨论，从中领悟法律的真谛。
他认为，普通法基本是法官制定法，学生要科学地学习法律，就要广泛地、直接地研究判例，而不是
阅读对法律的评论。
兰德尔的这一做法不仅引起了西方法律教育方法的变革，更开创了美国法学理论通过研究案例来“发
现”法律的风气之先。
如果说判例制度还仅仅是判例法国家的一项“伟大的传统”的话，那么在两大法系从法律教育到研究
方法早已开始交互吸收、相融相促的法学发展态势当下，案例教学与研究已不再局限于英美法国家，
而是日益渗透、运用于大陆法系的法律教学研究当中。
就中国这样一个以继受大陆法系传统为主的国家而言，尽管我们不承认判决的普遍约束力，但引进案
例教学不啻为一种良性的补充，并早巳为我国一些法学教育家所重??。
近代法律学者孙晓楼就曾这样说道：“判例的研究，一可引起学生之兴趣，二可使学生明了办案的方
式，三可使学生明了分析案件的方法，四可使学生明了法官之心理，其得益较诸原理法律教本制切实
得多。
”正是基于以上诸种考虑。
案例教学一直是京师法学学科建立法学两院(法学院与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伊始就有所偏重的一种教
学方式，通过教师与学生共同探讨已决案例，以达到训练学生的法律职业技巧，在校园中通过模拟实
战演练，切实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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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学为全国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
按照目前国内民法学的体系，本套丛书将民法学分为《民法总论》和《民法各论》。
《民法各论》包括物权、债权总论、债权分论、人身权、侵权责任五编，除继承权和亲属权外（将另
行编写教材），基本覆盖了总论以外的所有民法学内容。
本书的特点在于：第一，吸收了我国最新民事立法。
在本书开始编写之际，我国《物权法》尚未颁布。
当《物权法》颁布后，本书作者立即对其着手研究并将研究成果纳入本书，使本书成为最早反映该法
的民法学教材之一。
第二，所选案例大部分源于真实案例，具有典型意义。
第三，案例与民法原理紧密结合，尽量避免对有争议的理论问题进行过多的讨论，而更注重对我国民
事法律适用和完善的阐述以及对司法实践中疑难问题的探讨，从而使学生对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有一个
较为全面的了解，同时也有利于其提高适用法律处理案件的能力，为今后从事法律职业或进一步研究
民法学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四，书中提供了参考文献目录，既体现了作者对他人著作权的尊重，也方便 了本书使用者的进一步
研究。
    　  本书适用于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和非法学专业选修民法课程的本科生，也可作为研究生的辅助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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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平，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特聘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
比较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主任。
先后担任过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暨法律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曾赴比利时根特大学、香港大学、意大利第二罗马大学、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学
，获比利时根特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并任秘鲁天主教大学名誉法学教授。
参加了《民法通则》的制订，担任《民法典》和《物权法》起草专家组组长，在我国《信托法》、《
合同法》、《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法律的制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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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物权概述第一节 物权的概念一、物权概念的界定（一）物权概念物权是权利人直接支配特定
的物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它是我们每个人均实际享有的权利，可以说，没有物权，我们就没有在世上生存和立足的可能。
（二）物权概念形成的基础——支配权与请求权的区分民法中的权利被区分为支配权和请求权。
所谓支配权，是指权利人仅仅依据自己意思就可实现权利目的的权利。
如房屋所有权人申基于其对房屋的所有权，可以独断性地根据自己的意愿占有和使用房屋。
只要他有某种使用的意愿，他的意愿一旦形成就可以得到贯彻；只要不影响邻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完
全可以凭自己喜好装修房屋、使用房屋、出卖房屋等。
这样的权利就是支配权。
而民法上的请求权，是指必须要借助于相对人的意思才可以实现权利目的的权利，如买卖合同当事人
向合同相对方所主张的权利就是请求权。
根据支配权与请求权不同的法律性质，法律必须建立两种不同的基本法律关系，以满足法律实践的要
求。
其中，请求权的法律关系是一种只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拘束力的法律关系；而支配权的法律关系是-
种不但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拘束力，而且对于第三人也产生排斥力的法律关系。
因此，从法律性质上看，支配权的效力要大于、强于请求权的效力。
就支配权制度的建设而言，在法律上不但要考虑当事人利益的保护，而且要考虑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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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各论》定位于内容充实新颖、文笔轻松流畅、可读性较强且紧扣司法考试命题思路的教科书型
著作。
在编撰时从内容到形式都突出强调以下几方面的特色：其一，在体系结构和内容上较为全面地吸收、
反映近年来我国法学研究的新进展和新成果。
其二，准确地反映和论述立法、立法解释及司法解释的内容，适当反映司法实务的经验，并充分运用
以往司法考试试题中所使用的案例。
其三，在编撰形式上，以案释法，灵活轻松、寓教于乐，但不失学科体系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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