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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枠之时，《民法》第一版已经付印。
《民法（修订版）》主要依据枟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枠的条文，对《民法（修订版）》第三编
第四分编第三十三至三十六章相关内容进行更新。
其余章节也作了个别文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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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 民法的渊源　　民法的渊源，是指民事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
由于法律传统的不同，各国民法的渊源也有所区别。
民法的渊源主要包括制定法、习惯、判例和法理等。
　　一、制定法　　制定法是指由立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和颁行的法律。
我国是以制定法为主的成文法国家，制定法中的各类民法规范是我国民法的基本渊源。
　　（一）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主要规定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国家形式、政权组织形
式、国家机构等根本制度，其中也包含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
如《宪法》第37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这是关于人身权的规定。
又如《宪法》第41条第3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
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这是侵权责任的规定。
　　宪法作为民法的渊源，并不意味着宪法规范可以直接成为法官处理民事纠纷的裁判规范。
法官通常不得直接援用宪法规范作为裁判规范处理民事纠纷。
　　（二）民事法律　　民事法律包括民事基本法和一般法律。
民事基本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
根据《立法法》第8条第7项之规定，民事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不能以法规规章规定。
《民法通则》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在我国民商法部门中起中枢作
用。
此外，《物权法》、《合同法》、《婚姻法》和《继承法》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调整民事关
系的基 本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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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信勇等编著的《民法》是由《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权法》、《亲属与继承法》合编而成
的。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求与现行民事法律制度一致，适应民事法律实践能力培养的需要，汲取民法学研
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文字表述精练，逻辑思路清晰。
本书适合选作大学法律专业教材，也可供对民法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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