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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法律发展史的纵向角度和立法比较的横向角度，以原权利和救济权的划分为基本线索，分析阐
释了这两类权利时间限制的历史发展规律及其理论依据。
对民事权利时间限制的有关制度的具体构建及存废进行了研究。
我国民法典对诉讼时效、取得时效等制度的规定，应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及民族文化的特点，充分考
量司法救济资源的可得性、意思自治的实现程度等因素，建立科学合理的民事权利时间限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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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巍，男，1974年11月生于湖北省黄石市，1996年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得学士学位，2005年
和2009年于武汉大学法学院获得民商法学硕士、博士学位，现在武汉大学法学院任教。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两项。
已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法学评论》、《甘肃政法学院学报》、《珞珈法学论坛》、《暨南学
报》、《江西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目前主要研究时效法、债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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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四，权利限制的具体表现，既包括一些具体制度，也包括一些法律的原则性规定。
例如，著作权的合理使用、专利权的法定许可，通常被认为是对知识产权的限制。
又如，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在学理上被认为是对法律行为内容的限制。
易言之，权利限制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其本身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制度，而是在法律的各个领
域都有所表现，但各种权利限制的具体制度，也都具有一些共通的理念和规则。
2.民事权利时间限制的含义民事权利的限制，包括权利主体的限制、权利客体的限制、权利内容的限
制以及权利行使的限制。
民事权利时间限制，主要属于权利内容的限制和权利行使的限制。
依据上文对权利限制的界定，民事权利时间限制可以定义为：为划定民事权利的边界，国家通过立法
的方式对民事权利的内容和行使予以时间限制的法律现象。
具体而言，民事权利时间限制的含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事权利时间限制的目的，是为了划
定民事权利在时间上的边界。
在现代的民事权利体系中，除了所有权、人格权等少数权利不受时间限制外，绝大多数民事权利均受
时间限制，为有期限的权利，即它们只能在一定的期间内有效存在或得到公力救济。
民事权利时间限制的基本作用，是界定了民事权利在多长的时间内能够有效存在，或在多长的时间内
能够得到公力救济，即某种民事权利为法律所认可和保护的时间范围如何。
应当说明的是，我们说某种民事权利受到时间限制，是指该权利在法律预先规定或当事人预先约定的
期间内才能够有效存在或得到公力救济，该权利为有期限的权利。
某种民事权利不受时间限制，并非指该权利能够永久存在，而是指不得以法律预先规定或当事人预先
约定的期间来限制该权利，只要该权利的客体存在，该权利即同时存在而不消灭。
例如，所有权随标的物之存在而永远存续，不得预定其存续期间，此即所谓所有权之“永久性”（恒
久性）。
但此非指所有权永不消灭之意，而系谓所有权不得如地上权、典权等预定一定存续期限，使于期限届
满时，当然归于消灭。
第二，民事权利时间限制的方式，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由当事人约定。
依据不同的立法政策，不同民事权利受到时间限制的法律态度不尽相同，有些民事权利受到时间限制
适用强制性法律规范，不允许当事人约定有关期间，如诉讼时效期间、知识产权保护期等；也有些民
事权利受到时间限制适用不完全强制性规范，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约定有关期间，如地上
权期间、除斥期间等。
法律对不同的民事权利时间限制采取不同的态度，体现了法律调整不同法律关系所采取的立法政策有
所不同，以及在不同法律关系中法的强制性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消长关系有所不同。
第三，民事权利时间限制的具体内容，是对民事权利的存续期间和救济期间给予时间上的限制。
法律对民事权利予以时间限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限制民事权利在正面的存续期间，即该权
利只能在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期间内有效存在，该期间届满则导致权利消灭，如地上权存续期间
、知识产权保护期、除斥期间等。
二是限制民事权利得到公力救济的期间，即当该权利受到侵害时，只能在一定期间内得到公力救济，
该期间届满虽不导致权利本体消灭，但该权利成为一种得不到公力救济的权利而不能被强制执行，例
如，诉讼时效期间、权利失效期间。
第四，民事权利时间限制的具体表现，是各种期间、期限制度。
在民法领域中，民事权利受到时间限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物权领域，有用益物权存续期间、担保物权行使期间、取得时效期间；在债权领域，有诉讼时效期
间、权利失效期间；在知识产权领域，有知识产权保护期间；对于形成权，有除斥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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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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