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法物权法典型案例疏议>>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法物权法典型案例疏议>>

13位ISBN编号：9787511800572

10位ISBN编号：7511800572

出版时间：2010-2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李显冬 编

页数：54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法物权法典型案例疏议>>

内容概要

　　本书以精选的近年业现实发现发生的国内典型案例（主要选自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以及
通过其他方面获取的新型案例和有广泛影响的案例）为基础，介绍案件的基本情况和法院的审理结果
，并分析案件中相应的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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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称应属国家所有的理由不足，不予采信。
故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理研究]本案的一个焦点问题是：李某对其所持的文物是否享有所有权。
由于李某私人持有的这批文物一共有三个来源，故单纯地判断李某是否对文物享有所有权是不正确的
，应当分别论之：1.以收购方式获得的文物受法律保护。
本案审判时施行的是1982颁布的《文物保护法》，根据该法第24条规定：“私人收藏的文物可以由文
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收购，其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经营文物收购业务。
”其《实施细则》第32条第1款规定：“公民私人收藏的文物可以卖给国家文物局或者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全民所有制文物收藏单位和文物收购单位。
”可见该法明确禁止个人收购文物，若依照该规定，李某的收购行为则为非法，因该行为而获得的文
物亦不受法律保护。
然而，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李某实施收购行为时该《文物保护法》并未生效，所以李某的行为
并未违反当时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自然李某因收购而得到的文物受法律保护。
2.李某在清真寺遗址上自行收集的文物不受法律保护。
根据李某实施收集行为时《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一切现存的地下遗存的文物都归国家所
有，所以在清真寺遗址上存留的文物虽然其本身并未被人现实管理或发现，但是其归属已经是确定了
的，其专属国家所有而非无主物。
李某自行在遗址上收集文物，其本质是对国家所有权的侵害，所以李某不能取得该物的所有权。
而那些李某所拥有的祖传的以及朋友赠送的文物，由于其不是“现存的地下遗存的文物”，当然其所
有权即应当归属于李某。
3.文管所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通过分析可知，李某对祖传的、朋友赠送的以及自己于1982年以前收购的文物都是享有合法的所有权
的。
我国《物权法》规定，公民的合法财产受到法律保护，物作为公民财产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更是法律
保护的重中之重。
公民的财产受到法律保护不仅是指不受到其他平等民事主体的侵犯，更重要的是不受国家公权力的侵
犯。
在宪政社会中，国家对于公民的合法财产要提供切实的保护，其对公民财产造成的损害也要依法予以
赔偿。
就本案而言，不可否认，李某个人所有的文物对于研究当地文化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国家文管部
门也不能因此就对其进行任意侵夺。
个人、集体和国家的财产同样受法律的平等保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害了公民个人合法财产同样要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故根据《物权法》的有关规定，李某可以要求文管所承担返还原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由此可见，公法上的物有其严格的限定性，公法上的物也不纳私法调整，而是由公法来予以调整的，
例如《文物保护法》、《枪支管理法》等。
这些物品虽然也是物理意义上的物，但由于其本身的价值或使用涉及整个民族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
所以国家不允许将其纳入私人领域调整。
这类物品的使用和流转主要是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在国家机关间进行分配和管理。
如果个人企图采取非法手段将其据为已有，将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值得说明的是，物的这种公法与私法上的划分，是具有历史性的，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划分，而同一
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也是不同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个人对一定财富拥有所有权的基础上的，只有“执政者尊重个
人对财富的进取心；在个人财产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个人对社会和国家才会有持久的信心”。
①此正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法物权法典型案例疏议>>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法物权法典型案例疏议>>

编辑推荐

《民法物权法典型案例疏议》编辑推荐：新华社北京2008午5月10日电：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10日上
午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谈到加强司法解释时说：“最高人民法院在颁
布85件司法解释的同时，还发布了180件司法指导性文件，公布了169个指导性案例，逐步探索建立中
国的司法判例指导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些工作，既遵守了我国宪法的司法原则，尊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力，同
时又克服了各级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中存在的混乱现象，为确保国家法制的统一，提供了良好的司法
制度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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