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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步入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正进行着一场广泛而深入的改革。
社会的转型，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呼唤着中国的高等教育从教育理念、教育目的、培
养目标，到教学方法、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材建设等各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改革，而所有这些改
革都必须以高等教育的正确定位为前提。
目前关于高等教育是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是精英教育还是大众教育、是重学术理论还是重实际应
用等问题的讨论，正是高等教育亟须解决的定位问题。
法学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改革的必要性不仅是基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
求，也是适应世界范围内全球性法学教育改革趋势的要求。
法学教育的改革同样需要明确法学教育的定位，处理好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受苏联的影响，摈弃欧美大学的综合性模式，转而采用苏联的
单科性教育模式，实行“对口教育”、“专才教育”。
经过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除了少数几所大学保留了综合性大学的建制外，绝大多数大学成了单科
性大学，同时还出现了一大批单科性学院②，法学教育同样形成了以政法院校为主体的“专才教育”
模式。
经过“十年文革”，法学教育的命运与整个法制建设的命运一样，几乎被破坏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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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融汇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民事法律的最新司法解释，以案说法，有益于帮助
解决民法实践中的基本问题。
及时反映了我国民法前沿理论。
本书既包括了我国传统民法的基本内容，又及时地反应了我国民法的新发展，如物权、担保物权、用
益物权等新内容。

本教材也可以作为成人教育、网络教育法律类专业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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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值得指出的是，以主体的平等与否作为公私法区分的标准也不是绝对的。
如，在家庭法领域，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就并非完全平等①；而公法领域中也存在平等关系，两个地方
政府之间订立将某一区域归入某个地方政府管辖范围的协议；传统的国际法本质上即是享有平等权利
的国家之间的法。
因此，“在某项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之间是平等关系还是隶属关系的事实，对于确定该项法律关系属
于公法还是私法范围，充其量只能作为标志之一，而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可靠的标准。
”②案例1中，政府与银行之间的贷款关系为平等主体之间形成的民事合同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
，受民法的调整。
（二）人身关系人身关系，是指与人身不可分离、以人身利益为内容，不直接体现财产利益的社会关
系。
人身关系是基于一定的人格和身份产生的，体现的是人们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利益，它包括人格关系和
身份关系。
人格关系，是指以民事主体的人格利益为内容的社会关系。
人格是自然人主体要素的总称。
所谓主体性要素，是指人之为人的要素或者条件，包括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前者如生命、身体、健
康等，后者如姓名、肖像、自由、名誉、荣誉、隐私等。
所有人格要素形成的整体结构，即人格。
③人格在法律上不得抛弃、不得转让并不得非法剥夺。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法人也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有限人格权。
身份关系，是基于主体一定的身份而产生的社会关系。
身份关系仅存在于自然人之间，在当今民法中，身份仅存在于亲属法领域，如配偶、父子等身份关系
。
文艺作品的著作权人、专利的权利人等享有的权利并非身份权，名誉、荣誉也非身份要素。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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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为了适应培养应用型法学人才的需要，我们根据王建东教授提出的《21世纪实用法学系列教材编写方
案》的要求，编写了这本《民法》教材。
本教材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原理与应用的结合，学历教育与司法考试的衔接，突出了教材内容的
基础性、应用性和可读性。
本教材编写具体分工如下（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罗思荣（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硕士）
：第一章、第二章；刘德福（江西公安专科学校法律系教授、法学硕士）：第三章、第六章、第九章
；林丹红（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第四章、第五章；梅瑞琦（杭州师范大学讲师
、博士研究生）：第七章、第八章；喻文莉（绍兴文理学院法律系教授、博士研究生）：第十章、第
十一章、第十四章；期海明（昆明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第十二章、第十五章、第十
六章、第十八章；屠世超（绍兴文理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法学博士）：第十三章、第十七章、第十九
章；宋旭明（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孙美兰（上海对外贸
易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杨  峰（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教授、法学博士）：第二十四章；贺丹青（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
）：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
全书由罗思荣教授任主编，喻文莉教授任副主编，由主编、副主编统稿、定稿。
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石国华副编审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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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21世纪实用法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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