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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房地产法学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学学科，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房地产法学是与社会发展密切相连
的一个学科。
这一特点充分体现在房地产法的发展和进步与房地产业的发展和需求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之中。
第二，房地产法学是与民法学、行政法学、经济法学、环境法学密切相连的一个学科。
这一特点充分体现在民法学、行政法学、经济法学、环境法学等学科的理论发展和制度规范对房地产
法学的理论和制度的深切影响之中。
基于房地产法学以上的特点，本书力图从我国房地产业的新发展与新需求出发，结合物权法学、行政
法学、经济法学、环境法学等相关学科的最新理论发展和立法司法实践，从以下四个“新”视野解读
房地产法之最“新”理论和实务：一、结合《物权法》的颁布与实施，从物权法的“新”视角解读和
构建房地产法《物权法》的颁布与实施对房地产法之影响是根本性的。
因为《物权法》所调整的不动产与房地产法的调整对象可谓异曲同工，范围有相当部分重合，所以如
何将物权法的最新理论发展和立法司法实践体现在房地产法学的研究、教学和实务之中，是房地产法
学的研究和教学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
本书依据物权法的最新理论发展和立法司法实践，努力探索物权法对房地产法理论和立法司法实践的
影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房地产法新论>>

内容概要

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国家行政学院、
国家法官学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广东商学院、山东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河南
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等单位的教学、科研骨干力量，组织编写了《高等政法院校法学主干课程教材》、
《高等政法院校法学规划教材》等多层次、多品种的法学教材。
　　这些教材的出版均经过了严格的策划、研讨、甄选、撰稿、统稿、修订等程序，由一流的教授、
专家、学术带头人担纲，严把质量关，由教学科研骨干合力共著，每一本教材都系统准确地阐述了本
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做到了知识性、科学性、系统性的统一，可谓“集大家之智慧，成经典
之通说”。
这些教材的出版对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法学界、
法律界的高度评价。
　　教材是一定时期学术发展和教学、科研成果的系统反映，所以，科研的不断进步，教学实践的不
断发展，必然导致教科书的不断修订。
国际上许多经典的教科书，都是隔几年修订一次，一版、五版、二十版，使其与时俱进，不断成熟，
日臻完善，成为经典，广为流传，这已成为教科书编写的一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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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  房地产税费法律制度    　第一节  房地产税费法律制度概述    　第二节  房地产税收法律制度    　
第三节房地产费    第十五章  住宅保障法律制度    　第一节  住宅保障法律制度概述    　第二节廉租住房
制度    　第三节  经济适用住房制度    　第四节  住宅合作社制度初探    第十六章  房地产金融与中介服
务法律制度    　第一节  房地产金融法律制度    　第二节  房地产证券化    　第三节  房地产中介服务法
律制度    第十七章  房地产物业管理与服务法律制度    　第一节  物业管理与服务概述    　第二节业主自
治    　第三节  物业服务企业与物业服务合同    　第四节  物业管理资金    第十八章  房地产纠纷处理法
律制度    　第一节  房地产纠纷概述    　第二节  房地产纠纷行政处理与救济    　第三节  房地产纠纷民
事诉讼与仲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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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房地产与房地产业学习目的和要求本章主要讲述房地产、房地产业的有关问题，通过本章的学
习，能够对房地产相关概念和我国房地产业存在的问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本章重点掌握房产、地产和房地产的概念，理解房地产业的性质和作用，了解我国房地产业的形成和
发展历程。
第一节 房地产概述一、房产和地产房产和地产是房地产的两大基本内容，二者之间既存在紧密的联系
，又具有明显的区别。
（一）房产的概念与特征一般认为，所谓房产，是指在法律上有明确所有权权属关系的房屋财产。
“所谓房产，是指房屋财产，即指在法律上有明确的权属关系，在不同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可以进
行出租、出售或者由所有者自用或作其他用途的房屋。
具体包括：住宅、厂房、仓库，以及商业、服务、文化、教育、办公、医疗、体育等多方面的用房。
”房产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房产不同于房屋。
房屋是指建筑于土地之上，供人居住和从事商业或其他社会活动的建筑物，它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
；房产是建筑物的社会经济形态，它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房地产法调整和保护的对象之一，其
调整结果就是赋予房屋以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形态，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现。
房产作为一种财产权利，体现的并非仅仅是基于房屋自然属性的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关系，而是不同
主体之间物质利益的权利义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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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本书划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长嘘之余，感慨颇多。
自去年6月，受出版社之邀，接受撰写一本反映最新理论发展和立法司法实务的房地产法学教材的任
务以来，常常是夜不能寐，食之无味。
虽然多年从事房地产法的教学、研究和实务工作，并也曾出版过一部房地产法学的教材《房地产法学
》，吴春岐主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但越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是感到房地产法这一
学科的博大精深，特别是这一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学科交叉性更使研究变得千头万绪。
根据房地产法学的学科特点，为了高质量的完成任务，我特别邀请楚道文和王倩两位老师加入作者队
伍。
二位老师均多年从事房地产法的教学、研究和实务工作，也参与了多部房地产法教材和专著的编写和
撰稿。
让我非常看重的是二位老师还具有与我迥异的学科背景：楚道文老师正在攻读环境法的博士学位，尤
其对住宅保障法律制度等领域有比较精深的研究；王倩老师对房地产开发建设中的行政法律制度有多
年的研究积累并取得很多的成果。
而我本身除了研究房地产法之外，主要研究物权法。
如此一来，在我们多年从事房地产法的教学、研究和实务工作的基础上，因为各自具有物权法学、环
境法学、行政法学等不同的学科背景，所以我们能够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视角共同聚焦到具有很强学
科交叉性的房地产法，其研究无疑会更全面，更具创新性。
对此，相信读者在对本书体系的编排和具体内容的阅读之中能深切感受到。
本书的撰稿提纲由三位作者反复讨论修改后确定，撰稿分工如下：吴春岐：第一章至第六章；楚道文
：第十章至第十五章；王倩：第七章至第九章、第十六章至第十八章。
全书由吴春岐、楚道文统稿。
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对该书出版的重视和支持。
感谢我的兄长和朋友郑卫先生对本书的撰写与出版给予的无私帮助和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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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房地产法新论》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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