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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21世纪，我国的法治进程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逐步完善，法学教育也得到空前
的发展。
为适应云南省法学教育迅速发展对教材的需要、培养合格的法律专业人才、保障法治建设所需的人才
质量，我社规划和出版了一套体现云南法学教学和教材编写水平的高质量法学教材，供法学教育使用
。
其中包括《经济法学》、《宪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刑法学》、《商法学》、《国际法学》
、《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法制史
》。
参与编写该系列教材的教师，均从事法学教学或研究多年，有一定理论积淀；每部教材均由各学校的
教授担任主编，并由其组成权威的编写队伍编写；编写体系完整，包括法学专业14门主干课程，以基
础知识清晰、正确，同时也注意吸收和采用近年的研究成果；编写风格体现出体系完整、简明扼要、
深入浅出的特点。
本套法学系列教材的服务对象主要为本科学生，也可作为专科学生的教材和研究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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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法概述第七节 民法的基本原则一、民法基本原则概述（一）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各种观点
通说认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是其效力贯穿于整个民事法律制度和规范之中的民法根本规则，是指
导民事立法、民事司法和进行民事活动的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行为准则”①。
民法的基本原则的特点一般可以概括为：（1）内容的根本性。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和民法观念的综合反映，是民法基本精神的集中体现。
（2）效力的贯彻始终性或统率性。
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应当贯彻民法效力的始终，对民事立法、民事司法和进行民事活动带有普遍指
导意义。
（3）抽象性或非规范性。
一般来说，民法的基本原则对具体的民事关系或活动不直接发生法律效力，因为它不具有法律规范所
要求的具体行为模式与法律后果的逻辑构成，因而不属于民法规范，而属于非规范性的规定；同时，
民法的基本原则大多属于抽象和富有弹性的不确定性条款，实际是授予法官在该抽象规定指导下的某
种限度的自由裁量权。
（4）强行性。
如果民事立法、民事司法和民事活动明显违反民法基本原则，其法律效力将遭到否定的评价。
有学者认为：民法基本原则应该区分为学理民法基本原则和法定民法基本原则。
所谓学理民法基本原则是从学理上提出的基本原则，通常是由一定的观念、理论为指导概括出来的，
是民法观念和理论的结晶，更深的渊源来自法理学乃至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的学理。
而法定民法基本原则是指在民事基本法中明文规定的基本原则，法定民法基本原则区别于学理民法基
本原则的根本之处在于前者具有法律效力，后者只有理论性，没有法律效力；但学理原则对法定原则
有指导意义，如被立法者采纳，学理原则就变成法定原则；学理原则对法官的民法观念的形成和法官
在民事司法活动中如何解释法律也有重要影响。
③这种观点对我们思考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有启发性，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民法基本原则的实际作用
和影响往往是观念性的，是一种抽象指导作用，而非具体的规范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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