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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学，离不开学术。
教学和学术构成大学两个最为核心的部分，如果说教学是大学生存之本，那么，学术就是大学发展之
源。
惟学术，方能推进学科之发展，促进教学质量之提高。
高水平的学术，乃高质量的教学之保证，乃一流大学之必备条件。
大学应该尊重学术、倡导学术。
大学之学术成就，为大学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学术研究，也离不开大学。
蔡元培先生曾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大学是探究高深学问之圣殿，大学应该为研究学术提供制度保障和精神环境，使大学成为学者的精
神家园，为社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知识财富。
此外，大学的学术研究，不能忽视那些以学术为理想、追求学术的莘莘学子，他们是大学学术追求永
远充满活力之所在。
天津财经大学一贯坚持以提升学术水平为先导，积极地探索、完善各项措施，营造天津财经大学自由
健康的学术氛围，鼓励真正的学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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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认为，法律行为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但是其作用限于制定法所认可的价值范围。
因此，法律行为不必也并没有对应于意思表示。
意思表示固然是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由当事人自主作出，并以法律效果为其主要目的，然而法律效
果的成就要件由立法者单方决定。
当事人的意志和立法者的意志从两个不同方面决定了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
因此，法律行为必然也实际上对应于法律效果要件。
法律行为是基于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法律效果的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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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则所进行的价值判断结论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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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法律行为概述第一节　“法律行为”西学东渐法律行为制度是意思自治的工具。
法律行为制度之所以能够成为意思自治的工具，其原因在于对意思表示效力的确认和所确立的“法无
明文禁止即合法”的规则，为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奠定了制度基础；法律行为制度所构建的规范体系
，为人们设立权利义务关系提供了行为模式，为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提供了有效的运作机制；法律行
为制度所确立的行为缺陷的救济之道，为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提供了补救之法。
当代德国民法秉承的是学说汇纂（Pandekten）的体系。
学说汇纂体系的主要特征在于抽象并前置总则之体例，而民法总则诸规则的建构以法律行为理论为核
心。
自清末西学东渐以来，我国民法概念体系及思维方式即通过日本师法德国，因袭德国民法的法律行为
概念在理论上也未见有显著的歧见。
第一种意见主张，民法典总则中要规定的，应只限于当事人目的在于设定、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
务关系的行为，即包括行为的法律后果有效的部分和法律后果无效的部分，反对把侵权行为也包括在
“法律行为”之内。
持论者的理由主要是从规范分析的角度给出的，其认识前提是法律行为的要件应以规范当事人设定权
利义务的行为旨归：（1）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多是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的，民法典从正面加以
规定，可以更好地帮助当事人行使民事权利、负担民事义务；（2）如果法律行为的内容包括侵权（
违法）行为，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侵权（违法）行为和“法律行为”有根本的区别，包括在一起就
会使法律行为与违法行为混同起来。
如勉强抽象地把违法行为加以规定，对法典的作用并不大。
第二种意见主张，民法典总则中要规定的是民事主体所作的能够引起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及其他法律后
果的行为。
这种行为既包括当事人目的在于设定、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合法（有效）行为和不合法
（无效）行为，也包括引起法律后果的侵权（违法）行为，并主张把它称为“民事行为”。
持论者的理由主要是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给出的，其认识前提是法律行为的要件抽象是行为人的行为事
实（包括了意思表示和事实行为）：（1）既然民事法律后果是由主体的行为所引起，而主体引起民
事法律后果的行为又是包括有意的和无意的，合法的（有效的）和不合法的（无效的、违法的），法
典就应该反映实际，把这些内容都包括进去；（2）如果规定的像苏俄民法典中的“法律行为”一样
，没有办法解决法律行为是指合法的，但又产生法律行为无效的矛盾问题，而按照“民事行为”来规
定则不发生这一矛盾；（3）在名词上“法律行为”不好懂，改为“民事行为”通俗易懂。
第三种意见主张，法律行为不在总则中规定，而分别在有关篇章中规定。
主要理由是：（1）法律行为中契约是主要部分，在债的通则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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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法律行为要件初论:以物权变动为实证》的撰写得到了许多老师的指导帮助，仅此表示真诚的谢意。
感谢王利明教授，其渊博的学识和正直无私的品格对我学习、研究的鞭策和鼓舞。
感谢林嘉教授、龙翼飞教授、姚辉教授在《法律行为要件初论:以物权变动为实证》观点形成过程中所
给予的指导和启发。
感谢在中国人民大学攻博期间给我们授课和指导的杨立新教授、黎建飞教授、张新宝教授、赵中孚教
授、杨大文教授、刘春田教授、郭禾教授、董安生教授。
感谢书中所引用的所有著述的作者。
感谢法律出版社学术·对外分社分社长朱宁女士和田会文编辑对《法律行为要件初论:以物权变动为实
证》的出版所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法律行为要件初论:以物权变动为实证》虽已草就，但限于学识水平，《法律行为要件初论:以物权
变动为实证》定有许多不成熟的见解以及论述上的疏漏与错误。
书中所述关于法律行为理论归纳的一些观点和设想，是作者为法律行为理论完善所做的抛砖引玉之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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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行为要件初论:以物权变动为实证》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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