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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阐释了民法的基本理论，为本科学生学习其他部门法奠定了重要基础，是一部关于民法的实
用教材。
全书分为6篇30章，内容涉及民法总论、人身权、物权、债权、财产权、民事责任。
本书不仅研究民法的各项基本制度及各项制度之间的关系，而且还研究民法适用中的新经验、新情况
、新问题，借鉴和吸收国内外民法学研究的成果，以符合本科民法学教学的需要，是一部实用的民法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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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法导论　　第一节　民法的概念与调整对象　　一、民法的概念及沿革　　“民法”
一词最早源于古罗马的“市民法”。
在罗马法中，市民法是相对于万民法而言的，它主要调整罗马公民之间的关系，而万民法主要调整罗
马公民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但查士丁尼编纂《民法大全》时，两法已经合并。
近代在大陆法系的立法中所使用的民法一词，是由市民法转译而来的。
我国清朝末年，拟行法制变革，清朝政府委任沈家本等人为修订法律大臣，曾聘请日本学者松岗义正
等人起草民法，“民法”一词遂为我国法律所采用，因此我国学界多认为“民法”一词是清末法学家
从日本移植而来的。
　　世界上第一次以民法命名的法典是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
其旨在重建法国大革命推翻旧政权后的法律秩序，以贯彻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
拿破仑在制定法国民法典时，曾经有三个目标：一是让法典成为唯一神圣的准则，不允许法官去创造
法，甚至不允许法官去解释它；二是让法典成为连普通老妪都能读懂的东西；三是让法典把当时、甚
至今后一段时间内所可能发生的一切民事法律关系都详尽地加以规范。
事实证明，拿仑的前两个目标多少可以得到实现，但他的第三个目标是碰壁的《法国民法典》颁布后
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中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是如此之快，当时认为是再完善不过的民法典也失去
了它的无所不包性。
继《法民法典》之后，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事立法，沿用了“民法”的称呼。
《德国民法典》是20世纪最伟大的法典，其旨在实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法律的目标。
它以私权神圣、契约自由、过错责任为基本价准则。
　　中国历史上之中华法系，并无法律领域之分，各种社会关系均由同一法律调整，即　　学者所谓
诸法合一，民刑不分。
其中涉及民事关系的规定如婚姻、买卖等这些现在认为是属于私法范围的事，也是一部分归之于刑律
之中，一部分归之于礼。
一般民事关系主要由民间习惯调整。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法和民法编纂始于清朝末年的法律改革。
修律大臣沈家本等在日本学者松岗义正等的帮助下，起草完成了《大清民律草案》。
这部草案虽未直接用民法命名，但它是我国第一部民、刑分立的草案。
在体例上完全追随了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结构。
虽然由于辛亥革命的风暴，该草案未能实施，但其却开启了我国民法发展的历程，对现代中国的民事
立法和民法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华民国成立后，以《大清民律草案》为基础，于1925年完成了民法修正案，即《中华民国民法草案
》，这是我国第一次直接用“民法”命名的民法草案。
该草案剔除了《大清民律草案》中与共和政体不相符合的内容，但未正式颁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于1929年开始积极进行《民法典》的编撰，于1931年全部完成了《民法典》各
编，并先后颁布实行。
这是我国历史上直接以“民法”命名并正式公布的第一部民法典。
该法典着重参考德国、瑞士、日本立法经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大陆地区彻底废止包括“民法典”在内的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
这部“民法典”在中国大陆不再适用，但在中国台湾地区适用至今，并历经修正。
　　新中国成立后，曾着手制定一系列民事法律，并于1954年和1962年先后两次开始民法典的起草工
作，均因各种因素的影响未获成功。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立法趋于活跃，着手第三次民法典起草，但因民法理论研究尚薄弱，
主持立法的负责人也认为中国民法法典化时机尚不具备，于是提出对一些急需的部分采取单行立法的
思路，故一系列单行的民事、商事等单行法不断出台。
同时，为统一民法的基本结构，制定了《民法通则》，虽然只是“通则”，但具有基本法的性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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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民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被外国学者专家认为是中国的人权宣言、权利宣
言，评价较高。
《民法通则》第2条从民法的对象和任务的角度，给我国民法下了一个定义，即我国民法是调整平等
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纵观各国民事立法，“民法”一词有着多种含义，应注意区别：　　1.形式民法和实质民法
。
形式上的民法，专指系统编纂的民事立法，即民法典。
民法典是按照一定的科学体例，系统地把涉及民事关系的各项规范和基本制度有机编纂在一起的立法
文件。
实质上的民法是指所有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其内容不局限民法典，还包
括其他民事法律、法规。
在我国大陆地区目前尚无民法典意义的形式民法，只有一部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和一系列
单行的民事法律和法规，实质上的民法还是存在的。
　　2.广义民法和狭义民法。
在我国，广义民法是指调整所有的财产关系、人身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包括民法总则、物权
法、债和合同法、侵权行为法、知识产权法、婚姻法、继承法以及公司法、证券法、保险法、海商法
、票据法等。
狭义民法仅指调整一定范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不包括婚姻法、知识产权法和属于传统商
法内容的法律、法规。
本书研究的主要是狭义的民法。
　　3.民法学的概念。
“民法”一词还可以指民法学。
民法学是以民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广义的民法学研究一切民法现象，包括商法的内容以及婚姻家庭、知识产权等内容。
狭义的民法学则不研究商法部分的内容。
民法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民事法律规范的内在规律；总结民事法律规范在适用中的经验；为我国民
事立法提供理论依据。
　　二、民法的调整对象　　所谓民法的调整对象，是指民法所规范的社会关系的范围。
每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都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从而与其他部门相区别。
民法的调整对象为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
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这是对民法调整对象的立法确认和理论概括，科学地揭示了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和性质。
　 1.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
　　　民法并不调整所有的财产关系，而只调整一定范围的财产关系，即发生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
的财产关系。
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指平等主体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
。
其特点为：第一，民事主体处于平等的地位。
任何主体进入市场从事交易活动，彼此间的关系应当是平等互利的，当其财产利益受到损害时，应得
到同等价值的补偿。
第二，当事人意思表示自由。
参加民事活动的当事人，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无论其所有制性质，无论其经济实力强弱，任何一方
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
第三，等价有偿。
在商品经济关系中，民事主体通过市场实现商品的价值和自身经济利益。
因此，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大部分贯彻等价有偿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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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事人依法形成的赠与、无偿保管等民事法律关系，也是法律允许的。
　　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包括财产所有关系和财产流转关系。
财产所有关系是指因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财产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又称财产归属关系。
财产流转关系是指因转移财产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又称动态财产关系。
这两类财产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财产所有关系往往是发生财产流转关系的前提和基础，通常只有财
产所有人才能对财产实施法律上的分；而财产流转关系通常又是实现财产所有关系的方法，即财产所
有人通过债的关系取得或行使财产所有权。
　　2.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
　　我国民法不仅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而且也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
所谓人身关系，是指没有财产内容但有人身属性的社会关系。
人身关系是基于一定的人格和身份而产生的，体现的是人们精神上的利益，它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
系两类。
　　所谓人格关系，是指因民事主体的人格利益而发生的社会关系。
人格利益是指人的生命、健康、姓名、肖像、名誉等方面的利益。
人格关系在法律上表现为人格权关系，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肖像权等。
人格权是指法律赋予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和尊严所必须的人身权利。
　　所谓身份关系，是指基于一定的身份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包括亲属、监护等关系。
这些关系表现为民事法律关系则成为身份权关系。
知识产权中也有身份权的内容，如作者、发明者的署名权、发表权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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