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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上负担不是物权法中的一个细节、一种技术，而是一种全新的研究财产法——融合大陆法系物权法
和英美法系的财产法的路径。
张凇纶的《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论物上负担制度--财产法的对抗力革命》虽以物权法和债法作
为对象，但以对抗力为标准——而不是权利性质——作为理解、构建和规范财产权利体系的逻辑，使
得物上负担制度闪耀起照亮现代物权法发展道路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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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凇纶：    吉林长春人，1983年9月生。
200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随后保送到武汉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攻读硕士研
究生，后直接推荐攻读博士研究生，获法学博士学位，师从孟勤国教授。
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法、物权法与英美
财产法、民法史与民法哲学，在《环球法律评论》、《法制与社会发展》、《浙江学刊》、《社会科
学研究》、《广西大学学报》和《私法》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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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 上负担制度的明确定义　　既然物的产权大多存在限制，而以产权移转为内容的交易是现
代生活的基本形态，这就意味着：现实中物的交易主要针对受到限制的产权。
用物的视角进行观察，我们会发现，受限制产权进行交易，涉及一个三方结构：此三方包括物的原产
权人、新产权人与物上限制所针对的权利人，而物是三方关注的中心。
事实上，这个结构与现实非常一致：因为受限制产权进行交易之时，各方关注的中心与焦点便是物。
下面我们详细分析此三方结构。
　　在原产权人与新产权人之间，存在一种直接的交易关系（如买卖合同），正是此种关系导致物的
产权移转。
在此关系中，原产权人有义务告知新产权人在产权上的限制。
为何不要求产权上毫无限制？
因为新产权人未必一定需要毫无限制的产权。
产权存在限制影响的是原产权人与新产权人之间的交易对价，这属于市场范畴，法律无须过问。
举个例子，一块土地上即便设定了上千万的抵押，如果新产权人愿意承担风险购买，基于私法自治原
则，法律不应作出任何限制。
私法的目的在于明确财产风险，至于是否负担风险则应交由主体自由选择。
但新产权人有权利了解物的产权之上的限制，以便作出合理判断。
对原权利人而言，告知与公示产权的限制同样意在分配风险：原产权人需要承担产权限制不符合新产
权人的要求而承担责任的风险，而此种风险决定了原产权人是否交易：可以想象，如果要求原产权人
事无巨细地事事公示，意味着交易成本的无限增大，原产权人很可能宁愿把物“烂”在手里也不愿交
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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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物上负担不是物权法中的一个细节、一种技术，而是一种全新的研究财产法——融合大陆法系物
权法和英美法系的财产法的路径。
本书虽以物权法和债法作为对象，但以对抗力为标准——而不是权利性质——作为理解、构建和规范
财产权利体系的逻辑，使得物上负担制度闪耀起照亮现代物权法发展道路的光芒。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孟勤国　　　　本书在区分了直接支配性权利和非直接支配性权利之后
，试图对非直接支配性权利进行整合性研究，以此建立完整的物上负担制度。
这种尝试很大胆，需要理论勇气，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旦这一理论形成，杂糅相间乃至叠床架屋式的多样性的财产权利体系将被重新梳理，对财产制度—
—特別是对于大陆法系物权与债权二元结构的财产体系——将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果真如此，我们历史相承的财产制度或许可以由此走出权利不断衍生从而导致骨质增生的困境，获得
某种简约化的力量。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易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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