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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民法（第2版）》的编写原则是全面系统，准确简明，并兼
顾理论性和实用性，既致力于对各项民啦法律制度内容和立法主旨的阐释，又重视对法律适用问题的
分析。
内容包括民法总论、人身权、物权法、债法总论、债法分论、继承法和侵权责任法七编。
为了帮助学生养成法学思维方式和自学能力，以及适用法律的能力，每章章后还设置了“法律应用”
和“复习与思考”。
“法律应用”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帮助学生进一步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以及本章知识与相关知识
之间的联系，“复习与思考”则精选了一些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案例，并给出思考提示，对理解正
文内容，训练法学思维，培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十分有益。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民法（第2版）》的适用对象是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本科生、法律
硕士研究生、工商管理和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也可作为法官、律师等法律实务工作者的参
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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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玉敏，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发表学术论文六十多篇，出版个人专著《走过法律》和《继承法律制度研究》，主编《民法》、《知
识产权法学》、《继承法教程》等教材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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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第三节 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第四节 诉讼时效期间第五节 期日和期间第二编 人身权第十章 人身权
概述第一节 人身权的概念和特征第二节 人身权的分类第十一章 人格权第一节 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
权第二节 自由权和隐私权第三节 姓名权和肖像权第四节 名誉权和荣誉权第五节 人格权的民法保护方
法第六节 商品化权第三编 物权法第十二章 物权总论第一节 物权法的调整对象第二节 物权的概念和特
征第三节 物权的效力第四节 物权法定原则第五节 公示公信原则第六节 物权变动第十三章 所有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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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第五节 不动产相邻关系第六节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第十四章 用益物权第一节 用益物权概述第二节 建
设用地使用权第三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第四节 地役权第十五章 占有第一节 占有概述第二节 占有的种类
第三节 占有的效力第四编 债法总论第十六章 债的概述第一节 债的概念和特征第二节 债的法律关系第
三节 债的发生原因第四节 债的分类第十七章 债的效力第一节 债的效力概述第二节 债的履行第三节 债
的不履行及其法律后果第四节 债的保全第十八章 债的移转第一节 债权让与⋯⋯第五编 债法分论第六
编 继承法第七编 侵权责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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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财产关系可分为静态财产关系和动态财产关系。
静态财产关系又称为财产归属关系，表现为主体对特定的财产的控制和支配，如财产所有关系、财产
占有关系；动态财产关系又称为财产流转关系，表现为财产在不同的所有者、占有者之间交换和移转
的事实。
静态财产关系和动态财产关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静态财产关系是发生动态财产关系的前提和基
础，而动态财产关系则是实现静态财产关系的方法，并最终归属为新的静态财产关系。
民法既调整静态的财产关系，也调整动态的财产关系，但并非一切的财产关系都由民法调整。
人身关系，是指与人身密切相关、不可分割而又没有直接经济内容的社会关系。
其中的“人”指人格，“身”指身份，合成为“人身”，所以人身关系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
无论是人格关系或身份关系，都表现出两个基本的特征：第一，与主体人身的不可分离性。
人身关系不能独立于主体而存在，人身关系中的人身权原则上也不能转让、继承、抛弃和剥夺；第二
，非财产性。
人身关系所直接体现的，不是主体的经济利益，而是主体的精神利益。
但由于人的经济利益和精神利益是相互联系的，人身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成为发生财产关系的前
提。
如因侵害人身权而发生的损害赔偿关系、因特定身份而发生的财产继承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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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第2版)》是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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