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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即是以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及原因作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第三章是对民事法律关系基本结构
的分析，第四章是对民事法律关系内容的论述，第五、六、七、八章是对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研究，
第九、十、十一章是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原因即民事法律事实的探究。
其余三章则分别论及民法基本知识、基本原则和民法的适用。
　　本书的写作目的是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整理与分析，阐释民法总论中的法理、概念及规则，就
争论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尽可能将由德国人创造的民法概念、制度和价值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起
来，解决中国面临的法律问题。
本书力求言简意赅，即说理透彻又不作宏篇巨论。
当然，就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本书也是不惜笔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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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号朋，1970年1月出生，山东济宁人。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博士（1998年）。
1998年8月至今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工作，并于2001年10月至2002年10月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
学院从事学术研究。
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系主任、副教授，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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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法学通用教材:民法总论》编辑推荐：在民法典中设立“总则”编，以其作为统率债之关系、
物权、亲属及继承各编的纲领，是德国人的创造（1896年民法典），学者将其称为“pandectae”（“
学说汇纂”、“潘德克吞”）模式的法典编制体例。
但也许德国人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这一立法模式居然在30余年后飘洋过海，被一个有着悠久
法律传统的东方大国继受。
1929年的中国《民法》即以《德国民法典》为蓝本，甚至各编的顺序均与后者完全相同。
此后，虽经政权更迭、社会变动、经济转型，但德国民法的影响却一直延续下来。
在中国大陆，虽然至今尚无民法典，但起草工作早已在进行，就学者完成的建议稿观察，在体例编排
上仍然难逃《德国民法典》的窠臼。
在中国台湾地区，1929年《民法》几经修改仍在适用，其对德国民法亦步亦趋的态势也没有根本性改
变。
德国民法对中国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法典模式的选择，更表现在对概念、制度、法律价值观和思维方法
的全盘接受。
这才是最可怕的。
中国民法研究及课堂教学中随处可见可听的诚实信用、善良风俗、法律行为、意思表示、信赖利益、
人格、善意、恶意、有因、无因、负担、处分、表见、标的、物等无一不来自德国。
我们被迫采用德国的法律思维来处理中国的问题，其难度可想而知。
由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共同受到德国民法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说，德国民法成为海峡两岸民法学
者进行学术交流的纽带。
可见，文化的输入对一个国家的影响远比商品的进口更为深远，而法律文化的继受则会根本性地改变
后进国家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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