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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历了10年浩劫的民法学园地可谓一片荒芜，甚至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许多人不知民法是何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理论界发生了民法和经济法的大论战，目
的不仅在于澄清经济法的概念，而且涉及民法的基本定位，即它是调整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律，还是广
泛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
这场论战一直持续到1986年《民法通则》的颁布，该法第2条明确了民法的调整对象，从而明确划分了
民法和经济法的界限，为这场论战画上了句号，也为我国民法学研究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改革开放的春风一扫计划经济时代民法的阴霾，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和发展为我国民商法学者提供了
广阔的历史舞台。
回顾改革开放30年的民法学发展历程，我国民法学是一门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同呼吸、共命
运的重要社会科学，也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所迫切要求繁荣和发展的学科。
经由数代民法学者的不懈努力，我国民法学在过去30年内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我国经济发
展、政治文明、法治发展和法学繁荣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首先，民法学为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
民法是一门经世济用的应用法律部门，其发展不仅应体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政策，而且应关
注民事主体的切身利益。
民法学研究也秉承其旨，既关注理论架构上的完满和自足，更关注在我国具体时势背景下具体问题的
妥当解决方案，从而为国家在民事法治方面的良好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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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法年刊》由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主办，王利明教授主编，作为学会的定期学术出版物，
该刊将依托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旨在展示中国民法学界年度研究成果，为民法学者提供学术平
台，增进学术的交流。
本刊文章均具原创性，内容涵盖2006-2007年民法学基础理论与总则，2006-2007年物权法，2006-2007年
侵权法，以及优秀民法学论文选编等，反映了2006-2007年民法学研究的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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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结论两岸法制来自于不同之时空背景，法制互殊，本难以比较其得失优劣，由于台湾地区关于房
地异主基地使用权之争端仍多，故学者或谓，为了避免房地异主，房地所有权人因自由处分、设定土
地或定着物，而流于欠缺正当权原并被论断为不法、无权侵占之效果论断，终局性之做法，当只有限
制土地及定着物应同时让与或设定，盖唯有如此土地与定着物之间始永远不致于不存在正当权原①，
此或为可行之方法，但与台湾地区房地各得为不动产所有权之客体，各得为独立之交易标的法制不同
，如何限制房地所有权人各自对自己所有房屋或土地之自由处分，事涉宪法保障之财产权，在法理上
如何突破，实有待进一步探讨。
吾人将法律适用于具体之人类生活中，无非追求合法、合理，符合公平、正义之解决方法，今日由于
交换经济之发达，部分物权有债权化之倾向；另外，又因债权实现之保障，大为加强，债权亦常有物
权化之倾向。
前者如房屋之押、租，丧失管理支配而收受信用或租金，物权不过空有其名而已；后者如租赁权物权
化，债权之作用并不亚于物权。
因之，债权与物权之别，其界限似有日渐模糊之倾向②。
两岸有关房地异主基地使用权之法制虽源于不同之立法背景及法制渊源，但台湾地区实行之结果，诸
多问题仍无法解决，此乃源于法制之根本问题使然。
反观，大陆在“文革”以前，虽不重视法制，但关于房地异主已创设“房随地走，地随房走”之一体
化原则，不管此项法制是否“摸着石头过河”在无法源下创造出来，由大陆实践结果，避免很多房地
异主之纠纷，在物权法施行后，更可解决实践上之缺失。
然两相权衡，在社会经济制度及大众利益之考量下，台湾地区“立法”或不适于完全采纳大陆房随地
走、地随房走之立法原则，但适度考量在合建契约之特殊情形下，使房屋所有权人对基地得依法取得
地上权③，此或未能兼顾土地所有权人之利益，但浅见认为只要合乎公平正义，以法律明文规定，即
无何不公平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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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法年刊(2006-2007)》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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