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域外不动产登记制度比较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域外不动产登记制度比较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301153352

10位ISBN编号：730115335X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楼建波　主编

页数：39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域外不动产登记制度比较研究>>

前言

自我国《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理论界对于物权法理论研究的重心渐次由立法研究转向法律解释，
实务界则一如既往地关注新法的可适用性。
就我国《物权法》的各项规定而言，其更多是对既有理论的承认，也有所创新，但很多规定仍有待进
一步细化。
比如对于不动产登记、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等，这些在日本等国都有专门立法配套的制度，我国《物权
法》目前配置条文有限，不能满足实践需要。
至于是采取特别立法，还是通过有权解释的方式来扩充我国《物权法》的适用，可另当别论。
但从各个具体制度的生长角度，全方位地加快研讨的步伐，实属必要。
本书正是此类努力的成果之一。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域外各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从比较法角度考察采取不同模式的登记制度的国家不
动产登记各项具体制度的差异，以相对中立的笔触描绘出各国具体制度的轮廓，同时作了必要的评价
，在一些章节的末尾提出了作者的个人见解，并尝试建构我国不动产登记的各项具体制度。
本书特点之一在于立意。
本书作者不再纠缠于不动产登记模式的讨论，而是认为在我国《物权法》确定了不动产登记要件主义
的大背景下，只要是优良的具体制度、方法，如符合吾国实际，径可采“拿来主义”。
因而，放下立法研究阶段的不动产登记模式之争，以开放的眼光重新审视不同地区不动产登记制度各
个具体的合理因子，将它们凸显出来，作为我国不动产登记各项具体制度的路径备选。
在此层面上，首先“休眠”了作者个人的主观判断，而展现出各项具体制度。
随后，才在可能的范围内，将作者的分析和选择偏好呈现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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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权法》对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要件主义的采纳，给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模式争论暂时画上了
句号。
我国不动登记制度的完善，取决于我们对登记制度中的各个子制度的理解。
这就需要我们用开放的眼光去审视国际和国内不同地区采纳的“异己”制度，看能否为我所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广泛考察了36个国家/地区的不动产登记法规，从中采摘出16个具有代表意
义的样本，首次翻译了6个重要的、典型国家/地区的登记法规，建立表格进行比较，客观、中立地对
以往的知识进行验证，并将样本中典型的子制度抽离出来，分门别类地加以比较研究。
我们所作的上述研究既力足于理论研讨，又把握实践需要，并且大部分是以前学界未有或未充分讨论
的，意在给我国新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确定提供最直接的立法例、学理甚至精致的制度设计方面的养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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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不动产登记模式的固化和开放通说认为存在三种较为典型的不动产登记模式，即权利登记模式
、契据登记模式和托伦斯登记。
就特征而言，契据登记模式采形式审查主义、登记无公信力、登记与否不予强制、登记簿的编成采人
的编成主义、动态登记（即登记不动产变动的状态）；权利登记模式采实质审查主义、登记具有公信
力、登记采强制主义、登记簿的编制采物的编成主义、静态登记（登记以土地权利的静态为主）；托
伦斯登记采实质审查主义、登记具有公信力、任意登记、交付土地权利状书为登记人应该享有的权利
确定凭证等。
我们认可这种划分是为了区分起见，我们也按照这种标准，结合学界的通说，将我们的样本分为这三
类，其中权利登记模式为德国、瑞典、瑞士、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等5个国家/地区，契据登记模式为
法国、日本、意大利、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等5个国家、地区，托伦斯登记为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英国、爱尔兰、新西兰、美国夏威夷州、美国明尼苏达州等6个国家/地区。
下面我们对通说的上述特征一一进行比较。
（一）强制登记/任意登记 权利登记模式中，德国、瑞典、瑞士为强制登记，韩国为“除法律有特别
规定外，均为任意登记，依当事人自由申请登记而为”，我国台湾地区为“强制登记，但建筑物所有
权第一次登记目前并未规定应采取强制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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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书稿终于完成，本书的基础是我受国土资源部委托，负责“域外不动产登记报告”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因此特别感谢国土资源部的信任和资助。
不仅如此，国土资源部还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一手研究资料，在此一并为谢。
本书形成的时间跨度约为两年，其正文部分和翻译部分以报告形式向国土资源部提交后，又经过数次
讨论和修改，最大的修改源于我们完稿后国土资源部和原建设部分别在2007年底和2008年2月出台了《
土地登记办法》和《房屋登记办法》。
我负责本书附录一“不动产登记要素比较总表”的构思和本书正文部分的架构，唐勇协助我组织人员
撰写、翻译和校稿。
正文部分具体执笔人如下：唐勇撰写前言、第一章“不动产登记模式的固化和开放”和余论；康文义
撰写第二章“不动产界定比较研究”、第六章“登记簿比较研究”、第七章“登记查阅比较研究”、
第八章“登记时间比较研究”；于宁负责撰写第三章“房地关系比较研究”；韩露璐撰写第四章“登
记机关比较研究”、第五章“登记类型比较研究”；邹丹莉撰写第九章“登记费用比较研究”、第十
章“登记赔偿制度比较研究”；最后由我和唐勇、石珩统稿并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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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域外不动产登记制度比较研究》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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