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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我国民法法典化因此
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伴随着《物权法》的颁布，民法典的各个组成部分基本上都有单行法为其构建的基础，民法法典化进
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
由此而来，民法典编纂理论研究中关于未来民法典的结构体例问题，必将更加受到学界和立法机关的
关注。
在民法典的编纂体例问题上，债法的体系问题将更加突出。
如何看待以德日等国为代表的传统民法的债法体系？
要不要设立债法总则？
是维护传统的债法体系还是另起炉灶？
这是摆在我国民法学界和立法机关面前的问题，我们必须对此作出回答。
　　笔者关注民法典编纂体例问题多年，在债法体系问题上，先后完成了《民法法典化及其需要解决
的两个问题》、《各国或地区民法典债法体系的比较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债的立法考察》
、《从债的一般规范对侵权行为的适用看债法总则的设立》、《关于如何看待债法总则对各具体债适
用的问题》、《设立债法总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论添附中的求偿关系——兼谈非典型之债与债
法总则的设立问题》、《从“强制取得”到对债的依归——关于民事责任性质的思考》以及《关于我
国民法典应设立债法总则的几个问题》等文。
本书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试图对上述民法典债法体系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本书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国民法典应当设立债编，以债法总则统率形形色色的具体的债，我们应
当维护传统的债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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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应如何安排债、合同、侵权行为等内容，是当前民法典编纂中的重大理论问题
。
本书循着债的概念、债的体系及债法的体系的研究思路，对这一立法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未来的
民法典应当设立债法总则.以统领形形色色的具体债的关系。
本书创新之一是提出了新的债的分类法：典型之债与非典型之债.将债的立法问题置于这一新的分类基
础之上，阐述了非典型之债的客观存在对于设立债法总则、构建完整债法体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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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债的客体为给付，意味着债权的核心内容只是请求权，而非支配权，它既不能如同物权那样直接
支配特定的物，更不能像古代法上的债权那样支配债务人。
因此，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所能做的只是声请法院对债务人的财产采取强制措施（对物执
行），而不能对债务人的人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对人执行）。
只有在某些特殊的情形，法院才能对债务人采取限制其人身自由的方式，迫使债务人履行债务。
例如，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规定，债务人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
，拒不履行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
这种对债务人采取的强制措施，与其说是债的效力所及，还不如说是法律赋予法院的权力；它的目的
与其说是保障债权的实现，还不如说是维护司法的权威，与古代法上的对人执行完全不可相提并论。
　　依据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给付还是物或其他，我们可以将债的关系与物权等其他关系区别开来，同
时亦可依此标准对具体的法律关系加以分门归类。
由于给付是债务人的行为，债权人只能请求债务人为给付行为，因此凡不以相对人的行为为客体，而
以对物（物权）、智力成果（知识产权）、人格利益（人格权）以及身份利益（身份权）为支配对象
的法律关系，均不属于债的关系。
但是，凡以请求相对人完成一定行为的权利，且符合其他债的构成因素的，则可归入债的范畴。
例如，同为具有相对人特定的法律关系，配偶权具有一定的相互支配人身的特点（如同居义务），监
护权也具有一定的人身支配的特点（监护人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被监护人的人身自由），均应排除在
债的体系之外；反之，婚约的当事人因违反婚约而引起的损害赔偿关系，监护人违反监护职责造成被
监护人的损害应负的赔偿义务，本身并不具有人身支配内容，则可以归入债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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