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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我国《担保法》、《物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为依据，以十章的篇幅详细阐述了保证、抵押权
、质权、留置权、优先权、非典型物的担保、物的担保的竟合以及定金等担保法中的重要问题。
既及时吸收近年来担保法研究的新成果，也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作出了具体回应。
本书概念明晰，文字流畅，适例得当，分析周延，对担保法律制度内容的深度和难度把握得当，较普
通民法学、物权法教材中的担保法部分更具针对性，不仅适合课堂教学，也给精研民法学的学生提供
了很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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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担保法的概念和范围担保法有实质意义担保法与形式意义担保法之分。
形式意义上的担保法是指以担保法命名的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实质意义担保法是指调整担保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不仅包括形式意义上上的担保法，也包括其他
法律以及规范性文件中有关担保的法律规范。
我们所研究的担保法一般是指实质意义上的担保法。
担保法又有普通担保法与特别担保法之分。
普通担保法是指民法（物权法、债权法）或者担保法中规定的担保制度；特别担保法是指其他特别法
中规定的担保制度。
后者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中规定的票据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中规定的担保物权等。
担保法是民商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各国的民商事立法体例不同，所以各国担保法的立法体例也
有不同。
例如，仅就成文法的大陆法系而言，各国虽都有实质意义的担保法，但在采法典式的国家，一般并无
形式意义的担保法，在这些国家，担保法规范主要分别规定于民法典的各编中：以物权方式的担保规
定于物权法，以债权方式的担保规定于债权法中。
也有的国家是将担保法的规范集中规定在债法中。
但在具体做法上各国的立法也不完全相同。
例如，《日本民法典》在物权编规定了留置权、先取特权、质权、抵押权，在债权编则规定了保证、
买回等；《德国民法典》在总则编专用一章规定“提供担保”，而后又在债的关系法编规定了债权方
式的担保，在物权编规定了物权方式的担保；《法国民法典》于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中不仅在有关的
部分规定了定金、留置等担保，而且以专编集中规定了“保证”（第14编）、“质押”（第17编）、
“优先权及抵押权”（第18编）。
由于我国的民事立法并非一开始即采取法典编纂的方式，所以，我国的担保法立法例有自己的一些特
点，其突出表现为我国制定有专门调整担保关系的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
担保法》）。
《担保法》为形式意义上的担保法，其中既规定了债权形式的担保方式，也规定了物权的担保方式。
2007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四编集中规定了担保物权
。
此外，我国的其他法律中也有关于担保的规定。
所有法律、法规中关于担保的法律规范统一构成实质意义的担保法。
从担保法的立法看，众所周知，我国虽自1954.年就开始制定民法典，但由于各种原因，直至1978年前
，除《婚姻法》外并未制定出一部民事方面的法律，长期以来民事关系主要依靠政策和一些行政法规
进行调整，从而也就基本上没有关于担保的立法。
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债法制度极不发达也不可能发达，从而债的担保也就并无多少适用的余地，
理所当然地不受重视。
1978年后，我国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成为工作中心，并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
经济，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民法典的制定重新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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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担保法》编辑推荐：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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