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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上下两册。
上册依据我国物权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阐释了物权及物权法的，概念，介绍了物权法及物权法学的
体系，分析了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描述了物权法的发展和中国物权法的制定，依次介绍和讨论了物权
的类型、物权的客体、物权的效力、物权的变动、物权的保护、占有、所有权总论、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相邻关系和共有。

　　上册特色：贯彻了解释论，辅之以立法论；修课学生必须掌握的内容精干，难易适中；渴望深造
、开阔视野、反思既有规定及理论的法律人，有“辨析”、“论争”、“反思”等部分供给素材，启
迪思维。

　　由此决定，本书清晰地呈现出物权体系、物权骨架，同时也有血有肉，且尽可能地层现笔者自己
的观点。
这个特点在上册中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反思了物权法的思维方式，物权客体的特定性理论、民
事权利分类的理论、传统相邻用水排水制度及其理论。
本书揭示了物权的三层意涵，发现了典型物权和准物权之间的演进关系，提出了观察和界定物，权客
体应然的思维模式及方法，明确了德国民法关于”所有权人—占有人关系”的规定及其学说未被中国
物权法全盘沿袭的事实，辨析了恢复原状、返还财产的内涵并统理了类型，分析了停止侵害、排除妨
害、消除危险、返还财产回归物权请求权的领域与被编入侵权责任方式的利弊，研讨了中国物权法设
置的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及其特殊性，创设了确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共有部分的标准并据此予以具
体考察，发展了母权一子权理论并将之具体应用于矿业权、取水权和渔业权的设茸之中。

　　本书适于法学研究生学习之用，也为法学理论工作者和实务工作者有益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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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建远，河北省滦南县人。
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被评为第二届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
奖，宝钢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奖，清华大学教书育人奖，清华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清华大学良师益
友等荣誉。
先后参与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
国物权法(草案)》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的研讨工作，参与了最高人民法院组织
的多件司法解释草案以及疑难案件的研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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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物权法的概念一、物权法的界定物权法，是调整人对物的支配关系的法
律规范的总称。
它有形式意义的和实质意义的两种。
形式意义的物权法，是指物权法典而言，在我国，《物权法》为其表现。
实质意义的物权法，泛指关于物权关系的一切法律规范，除《物权法》以外，还有《宪法》、《民法
通则》、《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海域使用管理法》、《
矿产资源法》、《水法》、《民用航空法》、《担保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
例》，甚至于《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中有关物权的规范。
二、物权法的性质1．物权法在总体上为私法物权法旨在规范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
《物权法》第2条第1款），民事关系即私人之间的关系，民法为私法，物权法不能例外。
不过，应当注意，物权法为私法，是就其大体而言的，因其与社会、经济有直接密切的关系，影响匪
浅，需要国家机关及公权力的直接介入，于是也有许多公法的规定。
例如，《物权法》第43条规定：“国家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
设用地总量。
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
”当然，涉及物权的公法规范，更多地存在于行政法及其他公法之中。
2．物权法为财产法自罗马法以来，民法有财产法和身份法的分别。
规范经济生活，保护财产秩序的法律，为财产法；规范伦理生活，以保障身份秩序的法律，为身份法
。
物权法以规范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为内容，性质上属于财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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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权:规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上册)》：中国法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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