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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担保法是民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保障债权的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具有重要的作用。
为了适应担保法教学的需要，我们编著了这本《担保法》教材。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根据从事担保法教学的经验，结合审判实践经验，尽求全面、系统地介绍担保法
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并反映担保法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使之尽量符合法学本科教学的需要，并
对其他读者学习担保法提供指导。

 本书是按照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体系编写而成的，共分6章，
由郭明瑞、房绍坤、张平华共同编著。
具体分工为： 郭明瑞：第三、
四、五章；房绍坤：第一、六章；张平华：第二章。

 初稿完成后， 由房绍坤负责统稿，郭明瑞定稿。

由于能力、资料、时M所限，尽管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尽了最大努力，但不足之处仍在所难免，望广
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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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那么，对于合同之外的债权关系能否适用担保法呢？
对此，理论上与实务上均存在着疑问。
为明确担保法的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
第1条明确规定：“当事人对由民事关系产生的债权，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以
担保法规定的方式设定担保的，可以认定为有效。
”可见，只要是因民事关系产生的债权，无论是合同之债还是非合同之债，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
性规定的情况下，都可以适用担保法三、担保法的地位担保法是民商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国法
中均有担保的规定，但各国所采取的立法模式却有所不同。
概括地说，担保法的立法模式有以下两种：一是在民法典巾规定担保问题，这是绝大多国家所采纳的
立法模式。
这种立法模式在具体做法上又有所不同。
有的国家区别担保的不同性质，将担保法规范分别规定于民法典的各编中，即将抵押权、质权等担保
物权规定于物权法编，而将保证、定金等规定于债法编中，德国、日本等国采取这种处理方式；有的
国家不区分担保的性质，将担保法规范集中规定在债法编，俄罗斯、葡萄牙、智利等国采取这种处理
方式。
二是通过制定单独的担保法规定担保问题，即制定专门调整担保关系的法律。
我国不仅在《民法通则》和《物权法》中有担保的规定，而且制定有专门的《担保法》，这种立法模
式为我国所独创由于我国制定有专门的《担保法》，因而就有必要明确担保法的地位，从而有助于理
解和适用担保法。
我们认为，就我国现实的立法状况而言，担保法既包括《民法通则》中关于担保的规定，也包括《担
保法》和《物权法》中关于担保的规定，还包括其他民商事法律中关于担保的规定。
因此，关于担保法的地位，应从不同的关系范畴考察。
在《民法通则》与《担保法》之间的关系上，前者为普通法，后者为特别法；在《担保法》与《物权
法》的关系上，前者为普通法，后者为特别法；而在其他民商事法律与《担保法》的关系上，前者为
特别法，后者为普通法。
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在处理担保问题时，也应当优先适用担保特别法。
也就是说，担保特别法有规定的，应先适用特别法的规定；担保特别法没有规定的，则应适用担保普
通法。
在涉及担保物权时，应依照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优先适用《物权法》的规定。
对此，《物权法》第178条规定：“担保法与本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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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担保法(第3版)》是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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