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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是经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批准于1978年建立的我国第一所人文和社会科
学研究生院，其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1998年江泽民同志又题词强调要“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办成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基地
”。
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各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在院党组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持续健康
发展。
目前已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等9个博士学位
一级学科授权、68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和78个硕士学位授权点以及自主设置硕士学位授权点5个、硕士专
业学位2个，是目前我国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设置最完整的一所研究生院。
建院以来，她已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绝大多数已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有的已成长
为国家高级干部，有的已成长为学术带头人。
实践证明，办好研究生院，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文和社会科学人才，不仅要有一流的导师和老师队伍、
丰富的图书报刊资料、完善高效的后勤服务系统，而且要有高质量的教材。
　　20多年来，围绕研究生教学是否要有教材的问题，曾经有过争论。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迅速发展，研究生的课程体系迈上了规范化轨道，故而教材建设也随之提上议事日
程。
研究生院虽然一直重视教材建设，但由于主客观条件限制，研究生教材建设未能跟上研究生教育事业
发展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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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从不同的角度划分，有形式
民法与实质民法、广义民法与狭义民法、普通民法与特别民法、民法附从法、民法制定法与习惯法之
分。
从地位上看，民法属于私法，是该领域的基本法。
现代民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并出现了若干优秀的民法典，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
等，它们分别影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形成拉丁法系和德国法系。
我国近现代民法典的编纂从清末开始，并在旧中国颁布了仍在我国台湾地区实施的民法典。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经经历了三次民法典起草活动，但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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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宪忠，男，1957年生，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199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993年～1995年德国亚历山大冯
·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资助学者。
在德国汉堡马克斯—普郎克外国私法与国际私法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研究领域为物权法、不动产法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法研究室主任  欧洲联盟法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年被中国法学会授予“中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称号2005年获德国学
术交流基金会(DAAD)王宽诚(K.C.Wong)高级访问学者资助，担任德国明斯特(Muenster)大学客座教授 
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资助。
兼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国家建设部法律顾问，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政
法大学、澳门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负责多项国家研究项目，并参与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关于民法典
尤其是物权法的立法咨询工作。
已发表独立专著六部合作专著十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杂志发
表论文百余篇、译文十余篇，在德国、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发表论文十余篇。
主要的学术努力是在民法基本理论尤其是民法总则方面进行重新整理和挖掘提升中国民法的人文主义
本位价值，在中国物权法立法方面提出整体性制度设想和理论，在民法的立法技术方面重建科学主义
法学尤其是潘德克顿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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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权利的保护思考题第四章　民事主体第节　民事主体的确定　　　　民事主体的发展筒史与界定标
准二　民事权利能力　　　　　三　民事行为能力　　　　　　　　四　法律人格与权利能力　　　
　　第二节　自然人()　　　　　　　　"自然人"的法律语义　　　　二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
行为能力三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四　自然人的监护制度　　　　　　-五　宣告失踪和宣
告死亡　　　　　六　自然人的住所、户籍与身份证　第三节　自然人(二)　　　　　　　　　自然
人的人身权与民法模式　　二　自然人的般人格权　　　　　三　自然人的具体人格权　　　　　四
　自然人的身份权第四节法人()　法人：拟制与现实二　法人的基本类型　　　　　　　　　　　　
　三　法人的民事能力　　　　　　　　　　　　　四　法人的成立　　　　　　　　　　　　　　
　五　法人的住所六　法人的分支机构第五节法人(二)　法人的机关二　法人的变更与消灭三　公司
法人人格否认四　非法人团体思考题第五章　民法上的物第节物的民法意义　物的基本含义二　物的
范围限定三　物的整体与部分第二节物的分类　动产与不动产二　主物与从物三　原物和孳息四　物
的其他分类第三节与物相关的特殊客体：财产、企业、动物　财产和物的区分二　企业作为财产权利
客体三　动物思考题第六章法律行为第节法律行为的界定　法律行为的意义二　法律行为的发展脉络
三　意思表示不自由第六节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　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的区别二　法律行
为的成立要件三　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第七节　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法律行为　导论二　附条件的法律
行为三　附期限法律行为四　附条件和附期限法律行为中期待权的保护第八节　法律行为的无效、可
撤销与效力未定　导论二　法律行为无效三　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四　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思考题第七
章代理第节代理概论　代理的基本意义二　代理的构成要件三　代理的法律后果四　代理与相关概念
的区别第二节代理权代理权的取得二　代理权的行使三　代理权的消灭第j节代理的分类　委托代理、
法定代理与指定代理二　积极代理与消极代理三　单独代理与共同代理四　显名代理与隐名代理五　
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六　有权代理与无权代理七　主代理与复代理第四节无权代理　无权代理的基本
意义二　狭义无权代理三　表见代理思考题第八章　时间的民法意义第节期日与期间　期日二　期间
第二节　时效　诉讼时效二　取得时效三　时效制度的立法模式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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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民法的概念　人与其他动物虽然都来自于自然，但是人与一般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人的高
度社会化的本质属性：一个人生存一生，必将和他人一起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因而发生各种社会关系
。
人与人之间既然要一起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就首先需要在人际社会确定各种各样的“游戏规则”，以
提倡和鼓励正当的行为，禁止甚至制裁不正当的行为。
人际社会的“游戏规则”林林总总，其中最基本的就是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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