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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权法是植根于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但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物权法制度设计研究不是单纯规范分析，而是将物权制度放入社会背景中，研究物权随特定社会政治
、经济和文化变迁而不断变迁的规律，揭示与特定社会基础相吻合的物权制度的机理。
因此，制度设计型研究需要运用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法综合分析。
　　自从与物权法结缘之后，作者出版了两本物权法的著作，一本是《物权法原论》（上中下三卷）
，一本是《土地使用权和用益物权》。
在这两本书中，作者试图运用物权法原理，设计中国的物权制度体系并对一些理论和规则问题提出自
己的设想。
　　这里汇集的18篇专题研究成果，有9篇在专业法律杂志上发表过，而另外9篇则没有发表过或仅收
录在一些论文集中。
这里将其结集出版，旨在集中展示作者对物权立法制度创新的思想。
　　附录是作者在1999年译出但未发表的《墨西哥农地法》，鉴于它对我国农村土地规范具有重要参
考价值和指导意义，故一并收录出版。
 　　本书综合运用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方法、规范分析方法，探究物权制度设计的基本原理，并对物
权的基础制度进行了专题研究。
第一部分侧重于物权料度设计的宏观方面，尤其关注物权制度设计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
，试图寻求与公有制相吻合的物权制度体系；第二部分论述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观念；第三部分
论述我国不动产物权制度设计，提出以土地使用权为核心的不动产物权基本框架；第四部分论述几种
特殊动产的制度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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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富平，1998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现为华东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担任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民法研究中心主任、电子商务法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
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民法学研究会理事等。
主要研究领域：物权—房地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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