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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我国的法制建设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国家的基本方略和全社会的共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水平不断提高，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权利正在得到切实尊重和全面保障，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法治环境不断改善。
但是，伴随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而引发的重大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化，无论是在不同
法学门类的理论研究与制度实践中，还是在国家宪法和各种法律的创制与实施中，依然面临着法治理
念的冲突、权利配置的失衡、法律适用的困惑和法律效果的偏差等诸多问题，亟待理论上的深入研究
和实践上的制度探索。
为此，我们优先选取企业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合同法、劳动法、婚姻家庭法、金融法、民事诉
讼法和损害赔偿法等与主体权益保障和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九个法律领域，就其学术研究和法律
适用中的疑难问题，作出重点整理与深入分析，并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或根据法理提出解决方案，
以期能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民众提供一套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实用性的法律丛书。
    作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法律适用文库之一，这套丛书呈现出以下鲜明特
色：一是前沿性，即无论是丛书的整体选材，还是每册疑难问题的抓取，均须以事关广大主体的社会
经济发展利益的争议焦点为基点，以免流于一般；二是时效性，即无论是法律依据的采用，还是解决
方案的选定，均须以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为依据，以免不切实际；三是学理性，即无
论是对于争议焦点的分析与评价，还是对于解决方案的确定与论证，均须力求做到“知其然，知其所
以然”，以免主观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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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物权法基本原则的疑难问题　　一、私人财产与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受到平等保护　　【
争议焦点】　　这个问题涉及的焦点是平等保护原则。
所谓物权法上的平等保护原则，是指物权的主体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依法享有同等的权利，遵守
相同的规则。
如果私人财产与国家财产或者集体财产受到侵害，应当受到物权法的平等保护。
平等保护原则包括以下几方面：（1）法律地位的平等，即所有市场主体在物权法中都具有平等的地
位。
（2）适用规则的平等，即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任何物权主体在获得、设定和变动物权时
都应当遵循共同的规则。
（3）保护的平等，即在发生物权冲突和纠纷时，对各类主体均应适用平等的规则予以解决；在物权
受到侵害后，各种不同主体均应受到平等的保护。
　　在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是否规定平等保护原则、规定平等保护原则是否违反我国宪法是争议最
大的问题之一。
　　有学者认为，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相对于私人财产而言，应当得到优先的保护，否则就是违反了
宪法。
因为我国宪法第6、7、12条都体现了对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优先保护的精神。
并且认为对不同主体的财产实行区别保护的宪法精神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也是有反映的。
例如，民法通则第73条关于“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民法通则第79条，文物保护法第5、10
、1 1、12、14、32条关于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境内地下、内水、领海中遗存的
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继承法第10～12、14、32条关于继承人范围较窄使私人财产更容易成为“无
继承人”之物而收归国库的规定都体现了这种精神。
另外，刑法第91、162～169、271、272、382～384条区分了公共财产与非公共财产，并且对侵害公共财
产的犯罪较之对侵害非公共财产的犯罪，在定罪、量刑两方面都体现出更大的惩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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