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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建平，男，陕西咸阳人，民法学硕士，经济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四川大学民商事法律科
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民商法、证券法研究。
1997年8月美国圣路易斯大学法学院、1998年1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近年来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证券交易中民事责任问题研究》、国家教委“九五”规划项目《民法方法
论研究》、教育部优秀年轻教师基金项目《上市公司比较研究》等。
主要著作有《民法法典化研究》(主编)、《民商法前沿问题研究》(合著)、《TRIPS协定与我国知识产
权法衔接研究》(主编)、《民法学》(独著)、《减轻自然灾害的法律问题研究》(独著)、《民法学》(
主编)、《合同法教程》(副主编)、《证券市场风险的法律规制》(主编)、《民法方法论研究》、《合
同法实施中的陷阱与风险防范》等30多部，在《中国法学》、《法学》等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90余篇
。
担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比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法法典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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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民法典基础论第一章  习惯法及民法法典化的一般条件    第一节  民法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节  
成文法的发展趋势第二章  市民社会及其建构    第一节  市民社会的产生条件    第二节  市民社会的本质
和特征    第三节  建构市民社会的现实意义第三章  民法与宪法关系模态    第一节  民法发展的历史渊源  
 第二节  民法与宪法关系概述    第三节  英美法系中的“民一宪”关系      第四节  大陆法系中的“民一
宪”关系  第四章  民法规范作用图解    第一节法律规范    第二节  民法规范作用评论    第三节  强行性民
法规范作用模式    第四节  任意性民法规范的选择模式    第五节  裁判性民事规范的泛化模式  第二编  民
法典价值论第五章  民法理念    第一节  以人为本的主体理念    第二节  利尽其宜的客体意识    第三节  权
利本位的内容观念第六章  民法价值    第一节  民法价值界定    第二节  民法价值根源    第三节  民法价值
实现第七章  民法价值体系    第一节  自由与秩序    第二节  公平与效率第八章  民法典价值    第一节  民
法典价值界定    第二节  实质价值与形式价值    第三节  规则价值和制度价值  第三编    民事法律制度论
第九章  民事法律制度设计    第一节  民事法律制度及其新构想    第二节  民事法律制度框架设计    第三
节  设立民事法律制度的研究方法第十章  民事主体制度    第一节  民事主体制度的历史沿革    第二节  民
事主体制度立法    第三节  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    第四节  民事主体资格限制第十一章  民事客体制度    
第一节  民事客体的形式、内容及关系    第二节  现代财产形态新变化与客体第十二章  民事权利制度    
第一节  民事权利体系    第二节  民事权利状态    第三节  民事权利分类制度    第四节  民事权利结构    第
五节  民事权利的取得、享有与救济    第六节  民事权利的限制第十三章  民事活动界定    第一节  “活动
”的社会学考察    第二节  民事活动的范围界定    第三节  民事活动的内涵界定第十四章  民事责任制度  
 第一节  民事责任的一般原理    第二节  缔约过失责任    第三节违约责任    第四节侵权责任  第四编  民事
规则制定论第十五章  民商事立法    第一节  民事立法规则论    第二节  民事法律制定的选择    第三节  民
事立法的路径依赖第十六章  民事规范设计    第一节  民商法律规范评析    第二节  行为规范与裁判规范  
 第三节  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性规范第十七章  司法解释    第一节  司法解释的形成    第二节  我国司法解
释的特点    第三节  民商事司法解释的适用    第四节  司法解释对民商事立法的负影响第十八章  附属民
事规范    第一节  附属民事规范的界定    第二节  我国附属民事规范的适用    第三节  附属民事规范与民
法法典化的关系    第四节  附属民事规范的制度价值  第五编  民事权利救济论第十九章  民事权利救济
理论    第一节  民事权利救济概论    第二节  民事权利救济的途径    第三节  民事权利救济制度构造第二
十章  民事权利救济程序制度    第一节  民事证据制度    第二节  民事争议解决制度    第三节  民事纠纷裁
判制度    第四节  民事诉讼制度    第五节  民事执行制度  第六编  民法典路径论第二十一章  民商法律文
化    第一节  法律文化与民商法律文化    第二节  民商法律文化的形成及条件    第三节  民商法律文化的
品格    第四节  中国传统民商法律文化    第五节  当代中国民商法律文化的塑造第二十二章  民商法学教
育    第一节  法学教育的双重性    第二节  我国民商法学教育现状    第三节  民商法的教育观念第二十三
章  民商事习惯调查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民事习惯调查    第二节  民商事习惯的个案研究第二十四章  民
商法学的研究    第一节  法学家与立法建议稿    第二节  我国民商法学研究概况    第三节  民商法学研究
方法    第四节  民商法学研究中的比较法因素第二十五章  民法典的经济学路径分析    第一节  民法典市
场的基本解释    第二节  民法典需求    第三节  民法典供给    第四节  民法法典化经济分析的小结主要参
考文献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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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从民法典基础论、民法典价值论、民事法律制度论、民事规则制定论、民事权利救济论和民法典
路径论等6个方面，对我国民法的法典化，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和研究。
本书的立足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市民社会这种和谐社会的建构。
本书在分析习惯法及民法法典化一般条件、民法典价值的基础上，将民法与宪法关系的模态和民法规
范作用的图解，以及民事法律制度的设计等方面，把作者的思考和观察变成文字。
民事规则制定论部分，作者对民商事立法、民事规范设计、司法解释和附属民事规范等进行专门评判
。
本书的特色在于，对民事活动进行了界定，对民事权利救济进行了系统分析。
本书还对民法法典化的路径，即民商法律文化、民商法学教育、民商事习惯调查、民商法学研究等进
行了个性化剖析，并对民法典的经济学路径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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