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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民法更是财产获得充分保护的世界。
控民法将其主要的精力给了财产制度，尊重财产，保护财产成了控民法无可振动的价值基础，并被赋
予其人格及其实现基础的伦理正当性。
通过民法，人们获得政治社会中几乎全部“人类由于社会契约⋯⋯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
于他享有一切东西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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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市民法吸收万民法后，发展为以《国法大全》为代表的庞大法律体系，并被分为公法和私法两部分。
但由于罗马私法的完备和发达，至中世纪注释法学派研究罗马法时，往往以市民法指称罗马私法。
后世各国沿袭此种习惯，用“市民法”一词表述私法。
因此，市民法，或者我们今天习惯所称的“民法”，就是指私法。
二、实质民法与形式民法  所谓“实质民法”，是指一切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
法律规范。
也就是说，凡属调整此类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不论其表现的形式如何，均为实质意义上的民法规范
。
西方民法有关“一般私法”与“特别私法”的区分，正是从实质意义上考察，将一切本质上为调整民
事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法律统统纳入私法（民法）的范畴。
在此意义上，英美法系各国（包括英国、美国等国家），虽然很少有民事制定法的存在，但无疑存在
大量的实质意义上的民法，其原因在于，任何现代国家必须以民法为调整社会生活关系的一般规则。
所谓“形式民法”，是指民法典。
由于大陆法系法典编纂的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多选择将主要的调整私主体（民事主体）之间关系的法
律、法规编纂在一个统一的、系统化的民法典之中，此种民法典即为形式意义上的民法。
民法典的编纂起源于近代的欧洲，是近代理性主义的产物。
1804年《法国民法典》产生后，曾经被奉为民法的唯一渊源（即民法的表现形式），并禁止对其进行
解释，将民法典与民法等同。
但随着理性主义的失败，人们终于承认不可能制定十全十美的民法典，也不可能通过一部法典去规范
所有的社会问题，于是转而开始承认民法典之外的其他民法渊源，也导致民法典走下“神坛”，成为
形式民法中的一部分。
我国目前还没有颁布民法典，只存在以《民法通则》作为民事基本法，以《合同法》、《物权法》等
作为民事单行法并辅之以其他民事法律、法规等形式而存在的各种实质意义上的民法所构成的实质民
法体系。
  三、民法与私法  民法是私法，而将法律划分为公法与私法，是大陆法系法学理论的历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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