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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和教育部考试中心制订颁布的《全国各类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复习考试大纲（专科
起点升本科）》规定了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学、法学、理学、工学、农学和
医学等学科的考试科目和复习考试内容，共编为5册，由我社独家出版。
    为了满足广大考生复习备考的需求，我们组织长期从事成人高考复习辅导的专家、教授、前大纲编
写修订和考试命题研究人员，编写了与考纲配套的系列复习考试辅导教材，包括《政治》、《英语》
、《教育理论》、《大学语文》、《艺术概论》、《高等数学（一）》、《高等数学（二）》、《民
法》、《生态学基础》和《医学综合》共10册。
该系列教材问世近10年来，历经多次修订和完善，整体质量不断提高，结构更趋科学、合理，因此深
受广大考生的好评和喜爱。
    该系列辅导教材得到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的推荐。
    本系列辅导教材具有如下特点：    1.紧扣大纲、内容翔实、叙述准确、重点突出，注重基础知识复习
和解题能力训练，例题和习题贴近考题，实用性、针对性强，有利于考生提高复习效率和考试通过率
。
    2.通过内容讲解和经典例题解析，注重培养考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3.每个章节后附有大量有针对性的习题和参考答案，方便考生学练结合，及时检验复习效果，增强
应考适应能力和信心。
    由于修订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不足或错误，恳请各界人士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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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总论一、民法概述基础知识复习（一）民法的概念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
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1.广义的民法与狭义的民法广义的民法是指所有的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
。
包括独立存在、名为民法的法律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
存在于其他法律文件中的民事法律规范，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有关土地所有权和使用
权的规定；名称不叫民法但性质上属于民法的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票据法》（以下分别简称为《公司法》、《票据法》）；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司法解释、地方性民
事法规、国家认可的民事习惯等。
狭义的民法指名为民法的法律规范。
2.实质意义上的民法和形式意义上的民法实质意义上的民法是指性质上属于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
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
形式意义上的民法是指国家立法机关通过一定的程序、按照一定的逻辑体系编纂、以法典方式命名的
民事成文法。
我国目前还没有民法典。
3.民法典与民法通则民法典是国家立法机关按照一定的逻辑体系编纂并予颁行的民事立法文件。
它是民法的最高形式，具有逻辑严密、体系完备、条文众多、相对稳定等特点。
我国现在正在积极制定民法典。
《民法通则》不是民法典，而是民事单行法，共9章156条。
而其中第一、二、三、四、七章分别为：基本原则、公民、法人、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诉讼时效，
相当于民法典的总则部分。
第五章 规定了四类民事权利：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
是关于各种民事权利的一般性规定。
第六章 是民事责任。
《民法通则》为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4.民法和商法商法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
商事关系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种交易关系。
在大陆法系国家，有“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两种立法模式，“民商合一”的立法，民法和商法
合为一体，在民法典之外不存在独立的商法典，商法规范是民法的特别法。
在“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下，民法典之外另有商法典，商法典有不同于民法典的特点。
我国采取了“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没有独立的商法典。
5.公法和私法公法和私法是分别适用于主体之间不平等或平等两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的法律。
公法是调整主体之间具有一方服从另一方的特点的社会关系的法律。
私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社会关系的法律。
公法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私法以维护个人的权利为出发点。
民法以个人的权利和正当利益为终极关怀点，以自己特有的原则和方法，防止对个人权利的不法侵害
，相对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法来说，属于私的法律，即私法。
（二）民法的调整对象根据《民法通则》第2条的规定，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
关系和人身关系。
1.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财产关系是人们基于财产的支配和流转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人身
关系是人们基于人格和身份所形成的社会关系。
不同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有着不同的特点，分属不同的法律调整，民法只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
关系和人身关系。
平等主体是指参加民事法律关系地位平等的当事人。
在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中，不论当事人是自然人、法人、国家，也不论当事人的地位、身份、经济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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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何，彼此之间的法律地位平等，没有领导和服从的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
方。
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因为财产的支配和流转所形成的社会关系。
这种社会关系具有直接的财产利益内容。
它可以分为支配型财产关系和流转型财产关系。
支配型财产关系是决定一定的财产利益归谁所有、归谁支配的关系，包括了民法中的物权关系和知识
产权关系。
流转型财产关系是反映一定的财产利益移转的状态的关系，在民法中表现为各种债权债务关系。
支配型财产关系与流转型财产关系彼此联系，互为作用，支配是流转的起点，有支配权，才能实现流
转，而流转的目的和结果，又是形成新的支配关系。
因此，支配型财产关系是流转型财产关系的起点和归宿，而流转型财产关系则是支配型财产关系的运
动形态。
因此，民法学上把物权关系叫做“静态财产关系”，把流转型财产关系叫做“动态财产关系”。
2.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基于人格和身份所形
成的社会关系。
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
这种社会关系不具有财产利益内容，而是包含了主体的人格利益和身份利益。
人格关系包括生命、健康、身体自由、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社会关系；身份关系包括父母子女
、配偶等社会关系。
（三）我国民法的渊源和适用范围1.民法的渊源的概念民法的渊源是指民法具有的不同的表现形式。
通常也叫“民法的表现形式”。
它有“制定法”和“习惯法”这两种具体形式。
2.民法的渊源的种类（1）制定法制定法是指立法机关以条款形式编纂，制定成文件并予颁行的法律。
民法的制定法形式有以下几种：宪法中关于民事的法律规定。
宪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宪法中有关财产所有权的制度、公民的民事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制度等，都是民法的表现形式。
民事基本法和单行法都必须以宪法的有关规定为依据。
民事法律。
民事法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颁布的民事立法文件，是我国民法的主要表现形式
。
民事法律的形式有民事基本法、民事单行法、民事特别法的区分。
民事基本法就是民法典，我国现在还没有民法典，《民法通则》起着民事基本法的一大部分作用。
民事单行法，是为调整某特定类型的民事关系而制定和颁行的法律。
我国目前的民事法律，以单行法的形式为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及即将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分别简称为：《合同法
》、《担保法》、《继承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以及《物权法》）等，都属
于单行法。
民事特别法是指相对于民事基本法而具有特别规定的单行法。
民事特别法既遵循民事基本法的基本原则和规定，又有特别的原则和规定，而且这些特别的原则和规
定，一般应当优先适用。
如《公司法》、《票据法》等，就属于民事特别法。
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发布的行政法规、规章中的民事规范。
国务院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宪法、法律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制定和发
布民事规范。
由国务院及其部委发布的民事规范，是我国民法的重要表现形式。
例如《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商标法实施条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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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法规、民族区域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的民事规范。
地方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制定和颁布的，只在本地区内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规范
，也是我国民法的渊源。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是我国的最高审判机关，有权就审判工作中具体运用民事法律进行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司法解释，是我国民法的重要渊源之一。
例如《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
》）等。
（2）习惯法民事习惯是人们在民事活动中反复适用所形成的相对固定的行为规则。
经过国家认可的民事习惯，成为民法的渊源。
3.民法的适用范围民法的适用范围，也称民法的效力，是指民事法律规范在何时、何地、对何人发生
法律效力。
民法的适用范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时间上的适用范围民法时间上的适用范围主要指两个方面
：第一，民事法律规范发生法律效力的起、止时间，即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效，到什么时候终止效力。
立法上对民事法律规范开始生效的时间，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在法律文件中明确规定，该法从其
通过或公布之日起开始生效；另一种是在民事规范的条文中，单独列举一条说明该规范在公布后的什
么时间才开始生效。
例如，《民法通则》是1986年4月12日通过的，但该法第156条规定：“本法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
”这种规定是为了让人们在新法生效之前了解该法，并给有关司法机关以准备时间。
民事法律的失效时间，法律本身一般都不作规定，而是通过下列方式确定：自然失效，即当某一民事
法规规定的任务已经完成后，该法规的效力自然终止；在公布新的法律时，明确宣布以前的同类法规
与其相抵触的部分效力终止；修改并重新公布实施法律，并宣布原法律的效力终止。
第二，民法上的溯及既往效力，即民法对于其公布实施以前发生的民事关系有无溯及既往的效力。
通常情况下，新的民事法律，只适用于该法生效后所发生的民事关系，也就是说，民法原则上没有溯
及既往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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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专科起点升本科)(第6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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