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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新债"的分类到民法典的结构》从对债的概念的疏理和债的本质的剖析入手，以对债进行新
的分类为切入点，从“崭新的”视角对债权的性质和类别重新审视，合理地解决了“物权行为”或曰
“物权契约”等理论上的疑难问题，并对“债权是财产权”的观点和“解债化思潮”进行了批判，以
期维护罗马法以来尤其是德国法以来关于债的概念和债法体系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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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新仲，男，1969年11月出生，安徽省宿州市人，法律硕士。
1994年7月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此后至今一直在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历经告申庭(后改
为审监庭)、民一庭、立案庭等业务部门。
其间，曾先后在农村基层社区和最高人民法院有过下派扶贫和借调协助经历，并于2004年3月至2006
年12月在职攻读山东大学法律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民商法专业，本专著即为同名硕士学位论文的主
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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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第一章 债权的贫困：并非仅是代序——当代中国债权理论的困窘局面第一节 我国民法学界关于
债权问题的争议一、我国民法学界关于债权性质的主流认识(一)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界关于债权性质
的认识(二)大陆地区民法学界关于债与债权的概念的认识(三)“债权是财产权”定性的缺陷初露二、
债权的财产权定性不断地受到各种质疑第二节 立法过程中关于债权的“高端”争议一、制定民法通则
过程中关于债权问题的争议二、编纂民法典过程中关于债权问题的论战第三节 笔者眼里的债权问题一
、关于债及债权问题发生争议的原因分析(一)学界对债权概念自身的性质与内涵的认定，与其外延不
相吻合(二)学界对债权概念的错误认识根源在于对物权及所有权概念的理解错误二、对债权概念的认
识错误必然导致诸多下位理论的错误(一)关于“货币的占有与所有一致”原则(二)关于土地承包经营
权的性质问题(三)关于“物权行为”理论的争议(四)关于“侵权不是债”(五)“买卖不破租赁”是物权
优于债权的例外吗第四节 《从“新债”的分类到民法典的结构》主要运用的研究方法一、历史研究的
方法二、系统科学的方法三、辩证法的方法四、形式逻辑学的方法五、类比、类推的方法六、比较法
的方法七、数学方法八、案例分析的方法九、明线暗线法本章小结本章附件之一：关于物权概念定义
的思考本章附件之二：质疑货币的“所有与占有一致原则”——谨向陈华彬、王利明二位教授请教第
二章 探本求源：债为何物第一节 债的概念及本质略考一、债的概念的合理性检讨(一)债的概念的检
讨(二)《从“新债”的分类到民法典的结构》主张的债的概念(三)两种类型的债之间的逻辑关系二、
债的本质(一)债的直接属性是一种法律关系，而非权利或责任本身(二)债是特定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三)债的本质是特定人之间请求为或不为某种给付的法律关系(四)债不是一种自在的法律关系(五)债的
根本属性是实现利益的一种手段三、债的特征(一)债与其所由生者及其所生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二)债
存在于特定的主体之间(三)债的发生具有任意性和多样性(四)债的客体是债务人的特定行为(五)债是一
种“虚”的法律关系四、债的构成(一)债的主体(二)债的内容(三)债的客体五、“解债化思潮”应当终
结(上)——从债之关系本身出发第二节 债的种类一、个体的源权引发的债的种类(一)因财产权引发的
债(二)因人身权引发的债(三)因知识产权引发的债二、归类的行为引发的债的种类(一)契约所生之债(
二)侵权行为所生之债(三)单方允诺所生之债(四)无因管理所生之债(五)不当得利所生之债(六)其他原因
所生之债第三节 债的分类一、学界的通行分类(一)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二)特定之债与种类之债(三)
单一之债与多数人之债(四)按份之债与连带之债(五)简单之债与选择之债(六)主债与从债(七)财物之债
与劳务之债二、《从“新债”的分类到民法典的结构》对债的最新分类(一)对债的新型分类及标准(
二)债的新型分类的意义本章 小结第三章 透视债权第一节 债权的性质与本质一、债权的性质(一)学术
界关于债权的性质通行认定(二)《从“新债”的分类到民法典的结构》关于债权性质的主张(三)债权
概念的定义及定位二、债权的本质(一)债权的直接本质——对人权、请求权、“虚权”(二)债权的深
层本质——手段权三、对债权的性质和本质准确界定的意义(一)对所有权、物权等相关概念的意义(
二)能轻易解决物权行为理论等疑难问题第二节 债权的特征一、债权与各自在权的总的区别(一)债权是
表示范围的概念，各自在权是表示个体的概念(二)债权并非自在的权利，各自在权都是源权(三)债权
附着于债的关系，各自在权无须依附(四)债权是“虚权”，各自在权是“实权”二、债权与财产所有
权、知识产权及人身权的比较(一)财产债权与财产所有权的联系与区别——以物权为代表(二)财产债
权与知识产权的比较(三)财产债权与人身权之比较”(四)债权与请求权之间的关系⋯⋯第四章 民法学
体系的立异与民法典结构的标新主要参考文献后记：题外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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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应当指出的是，债务是各种债的关系中均具有的要素，不唯合同中才存在债务。
因侵权行为而负有的债务，同样是一种债务，无论其因何而生。
在侵权责任与债务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上的（而不需要任何事实环节）先后转化关系，即，先有因侵
权行为而产生的责任，这种责任在债的关系形成后即成为债务人应负的债务（特定的给付行为）。
因此，侵权行为人在履行其应给付的特定行为（债务）时，同样应遵守诚信原则，这从性质上讲与侵
权之债并无任何不相容之处。
　　第三，魏教授认为“侵权本身是违法行为，是严重违反道德的表现，谈何诚实信用?”这一点与德
国民法规定的诚信原则关于债务的履行内容，似乎不可同日而语。
事实上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要求侵权（行为）本身也应当诚信。
德国民法典关于诚信所要求的仅是承担侵权行为的债务人在履行债务时应当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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