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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民事时效制度专论》是从法制史的角度考察，民事时效制度对我国来说是
一个舶来品。
因为直至清朝末年，清政府才在《大清民律草案》中仿照《日本民法典》的做法，在总则编中设“时
效”一章，首次对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进行规定。
在此之前，我国是没有关于民事时效制度的规定的。
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从古代社会至清朝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儒家学说奉行的“父债子还”、“君
子重义不言利”的道德观念和“拾金不昧”、“物归原主”的传统美德占据统治地位，使得因时效而
取得权利或者因时效而丧失权利的时效制度缺乏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根源。
中华民国时期，南京政府制定民法典时效仿《德国民法典》的做法，将取得时效视为所有权的一种取
得方式，规定于物权编的所有权章，将消灭时效规定于总则编。
新中国成立以后，受前苏联的影响，认为规定取得时效会助长不劳而获的剥削思想，故而在立法上取
消了取得时效制度。
同时，从权利的诉讼保护角度出发，将消灭时效改为诉讼时效，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
用专章加以规定。
可以说，我国现行民事时效制度在立法上是不完善的。
这主要缘于理论界和社会民众对民事时效制度价值功能的认识不尽一致。
难怪梅因曾经说过：“凡是热忱讨论法哲学的任何地方，对于‘时效’的理论基础问题，总是热烈地
进行争辩的。
”立法上的不完善，价值功能认识上的不一致，使得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纠纷的处理不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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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连带之债中诉讼时效中断的对人效力　　连带之债是相对于按份之债而言的，其从债权人
和债务人的角度来讲，分别称为连带债权和连带债务。
所谓连带债权，是指多数债权人享有同一债权，得各自或者共同请求全部或者部分给付。
所谓连带债务，是指数人负有同一债务，每一债务人均对债权人负有全部给付义务的债务。
连带之债的本质在于其连带性，即基于连带关系，对于连带之债的任一连带债权人或者任一连带债务
人发生的事项，对于其他连带债权人或者连带债务人也发生效力。
连带之债中诉讼时效中断的对人效力，实际上涉及的是因连带之债的连带性而产生的诉讼时效中断的
对人效力是否具有涉他性的问题，也即在连带之债诉讼时效中断中，任何一个连带债权人或者连带债
务人所受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是否及于其他连带债权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
　　关于这一问题，从世界各国的立法来看，存在两种不同的立法例。
一种是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认为对某一连带债权人或者连带债务人所发生的诉讼时效中断的效
力，及于其他连带债权人或者连带债务人。
该法典第1199条规定：“对连带债权人中一人中断时效的任何行为，使其他债权人亦享有利益。
”第1206条规定：“对连带债务人中一人提起诉讼，对全体债务人均中断时效的进行。
”第2249条第1款规定：“按照前各条之规定对连带债务人中一人进行传唤，或者该债务人承认其债务
，对其他债务人，甚至对其他债务人的继承人，亦发生中断时效之效力。
”另一种是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认为对某一连带债权人或者连带债务人发生的诉讼时效中断的
效力，在特殊情况下，不及于其他连带债权人或者连带债务人。
该法典第425条规定：“（1）对于第422条至第424条所称事实之外的其他事实，除债务关系另有规定
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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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李群星同志撰写的《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民事时效制度专论》在总结、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从民事时效制度的基本问题出发，对民事时效制度的功能进行剖
析，并对民事时效制度的两大内容取得时效和诉讼时效进行宏观性和体系性研究，特别是加入了海事
诉讼时效制度，既体现了民事时效制度的完整性，又充实了对民事时效制度的研究。
二是本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对民事时效制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既介绍国外的立法例，又介绍我国理论界的一些不同观点，同时
本着重在解决审判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的原则，对一些有明确规定的、司题针对法条进行具体闸释，对
一些没有规定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一些规定不完善的方面，提出了完善的设想。
李群星同志在擎忙的工作之余能潜心研究一些法学理论问题，并取得一定的心得，难能可贵。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衷心希望他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继续努力，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我也衷心希望全国法院系统能出现更多的专家型法官，为我国的审判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万鄂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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