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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简称《民法·亲属》）作为我国第一部正式颁布实施的近代意义上的
亲属法，在我国亲属立法史上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研究》通过对《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的立法背景、具体制度、审判实务以及修改演变等方面的研
究，客观评价其性质和地位，探究我国亲属法近代化过程中的利弊得失以及近代亲属法发展的内在规
律，并为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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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莉，1966年生，安徽寿县人。
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曾发表《论提起离婚诉讼不得代理》、《夫妻财产归属之法律适用》、《两性平等的新里程碑——我
国台湾地区新修正夫妻财产制度述评》、《家族本位还是个人本位——民国亲属法立法本位之争》等
论文，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婚姻家庭继承案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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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的立法背景　　对立法的研究不能不涉及相关的立法背景。
《民法·亲属》由南京国民政府制订，国民党的执政理念对《民法·亲属》立法原则的确立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民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变化是促使《民法·亲属》采个人本位的重要动
因。
而清末民初的亲属立法与司法活动，为“民法·亲属”的制订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亲属立法和司法　　在清末民初的修律过程中，我国亲属立法已经取得了很
大进展，曾先后制订了三部亲属法草案（民法草案中的亲属编）。
而民国初期大理院的判解例中也已经受到近代西方亲属法的影响。
这些立法及司法活动使《民法·亲属》的制订有了一定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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