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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债法是调整民事主体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规范。
债法作为民法中最重要的部分，和物权法共同构成民法中的财产关系法。
物权法旨在维护财产的“静的安全”，而债法旨在维护财产的“动的安全”。
现代社会中财产的流转和利用日益重要，这种社会经济现象，已经使法律调整和保护的重心，从财产
的“静的安全”转向财产的“动的安全”。
以动态为特征的债法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债法通常分为债法总论和债法分论，债法总论主要涉及债的发生、债的效力、债的保全、债的担保、
债的变更和转移、债的消灭等内容；债法分论主要涉及各种具体的债，包括合同、不当得利、无因管
理、侵权责任等内容。
本书为编写的方便，采用债法总论、合同总论、合同分论、侵权责任的顺序。
20世纪以来，各国通过修改立法和判例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规则，并在实务中运用，使得债法理论获
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为了应对因美国次级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颁布了一系列的司
法解释，极大地丰富了债法理论。
并为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本书力求反映最新的立法动态和理论发展，并对此加以分析和探讨。
债法不但富于科学性，具有国际化的趋势，而且具有任意性，其发展变化极快。
只有不断地进行理论研究和对社会生活的密切关注，方能跟上发展的步伐。
我们虽然为此不断努力，但毕竟水平有限。
因此，书中疏漏，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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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债法》既是高等院校法律、经贸、管理、财会、金融等专业的理想教材，也是广大法律工作者、企
业经营管理人员及广大公民了解市场经济基本法律规范的理想读本。
债法是民法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调整民事主体间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规范。
《债法》按照债法总论、合同总论、合同分论、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这一顺序，主要阐述了债的发生
、债的效力、债的保全、债的担保、债的变更和转移、债的消灭、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
解除、违约责任和各种具体的合同、侵权行为、侵权责任和侵权损害赔偿，等等，并从理论和实务两
方面对上述内容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
每章之后附有复习题和思考案例，便于读者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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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全弟，男，1950年12月生，上海市人，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2年7月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
1993年7月至1994年2月在香港大学法律学院进修。
曾任复旦大学法律系民法教研室主任、法律系副系主任。
现为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
主编或参编《民法总论》、《债法概论》、《物权法》、《民法案例教程》、《外国民商法概论》、
《民商法词典》等著作1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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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债法总论　第一章 债的概述　　第一节 债　　第二节 债法　　复习题　第二章 债的种类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法定之债与意定之债　　第三节 特定之债与种类之债　　第四节 按份之债与
连带之债　　复习题　　思考案例　第三章 债的效力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债的履行　　第三
节 债的不履行　　第四节 受领迟延　　复习题　　思考案例　第四章 债的保全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代位权　　第三节 撤销权　　复习题　　思考案例　第五章 债的担保　　第一节 概述　　第
二节 保证　　第三节 定金　　第四节 抵押　　第五节 质押　　第六节 留置权　　第七节 非典型担保
　　复习题　　思考案例　第六章 债的变更和转移　　第一节 债的变更　　第二节 债权转移　　第
三节 债务转移　　第四节 债权债务的概括转移　　复习题　　思考案例　第七章 债的消灭　　第一
节 概述　　第二节 债的消灭的几种情况　　复习题　　思考案例　第八章 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　　
第一节 不当得利　　第二节 无因管理　　复习题　　思考案例第二编 合同总论第三编 合同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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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债法是民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依其性质不同可以分为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与此对应，民法规范也可以分为调
整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和调整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中财产关系是指人们因财产的归属和流转而发
生的关系。
调整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有两大支柱，一为物权法，二为债法（或称债权法）。
在财产法律制度上，物权法主要规定物的归属和利用，旨在维护财产的“静的安全”，债法主要规定
交易规则与保护促进财产流转，旨在维护财产的“动的安全”。
现代社会中财产的流转和利用日显重要，这种社会经济现实，促使法律调整和保护的重心，从财产的
“静的安全”移向财产的“动的安全”。
以动态为特征的债权法在现代法律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债法制度滥觞于罗马法，罗马法将债的发生原因分为契约、准契约（包括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监护
、遗嘱等）、私犯和准私犯。
虽然在古罗马法中已经有了债的概念，但此时物权与债权二元区分尚未真正形成。
罗马法将契约、准契约、私犯、准私犯作为债的表现形式得到了后世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的继承和发展
。
近代《法国民法典》制定之时，尽管认识到契约的重要性，但仍未能突破罗马法的传统，将债法从物
法中分离出来，债法只是作为取得财产的手段而成为物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国民法典》对罗马法中债法制度的继承体现在其第三编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之上，而且仅对罗马
法上契约、准契约、私犯、准私犯等各种债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归纳，形成所谓的“契约或合意之债”
与“非因合意而发生的债”，后者包括了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
《德国民法典》从立法上第一次将债从物法中分离出来，独立成编，由此大陆法系的民法开始出现了
债权与物权的制度区分。
《德国民法典》创设债法总则是债法制度化的重要体现，后来的日本、意大利、荷兰等国的民法典都
是在仿效德国的基础上设计债法结构，换言之，从《德国民法典》起大陆法系才真正系统地建立起了
物权债权二元区分的理论体系，并对债法创设了总分式结构，也使得债法制度走向完善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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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债法》：新编法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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