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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日本著名民法学家,加藤雅信教授曾在?财产法的体系与不当得利的构造?一书中为我们揭示不
当得利在私法体系中的构造,
在?新民法大系Ⅰ～Ⅴ?一系列书中为我们展示日本民法典之真髓.
这次又给我们奉献了另一部阐明所有权之起源的力作?所有权的诞生?.本书通过对农耕产生前土地所有
权概念相对模糊的各种社会进行实地考察,不仅阐明了土地所有权产生的构造,同时也阐明了近代工业
社会的知识产权产生的构造.---
郑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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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加藤雅信，1946年9月9日生；1969年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同年該大学助手；1973年名古屋大学
法学部助教授、1982年该大学教授；1986年东京大学法学博士
；2007年上智大学法科大学院教授。

其间,历任哈佛大学客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客座研究员、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客座
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伦敦大学客座研究员。

【著作】 《新民法大系I～Ⅴ》（有斐阁 初版2002年 第2版 2005年） 《财产法的体系与不当得利法的
构造》(有斐阁1986年)
《现代侵权行为法的展开》(有斐阁1991年) 《现代民法学的展开》(有斐阁1993年) 《民法(债权法)修改
民法典的去向在何方》（日本评论社 2011年）等、多数 译者简介：
郑芙蓉，女，1977年8月生,陕西西安人。
1999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取得法学学士学位。
同年留学日本，2003年取得京都大学法学硕士学位,2008年取得京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2006年4月?2009年3月任京都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助教，2009年4月?2012年3月任名古屋商科大学商学
部讲师，讲授日本民法和日本宪法，2012年4月起任广岛修道大学法学部副教授，讲授日本民法。
主要研究领域为民法，物权法，中日法律比较。
在《法学论从》，《民商法杂志》，《ジュリスト》等日文杂志和《中日民商法研究》，《私法》，
《民间法》等中文杂志上发表多篇论文及翻译。
参与撰写著作1部（日文），参与翻译著作1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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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追溯所有权概念的起源
 ——探访“所有权”诞生之前的世界
 一 草原之国——蒙古国
 二 蒙古国宪法和蒙古国土地法
 三 “被文明化的印第安人”的世界
 四 产生土地剩余的社会形成时
 五 从事灌溉的印第安人
 六 “高坦”——探访阿伊努人的社会
 七 不存在所有权的世界——冲绳的久高岛
 八 火耕农业的社会
 九 日本的火耕
 十 亚洲的火耕社会
 十一 亚洲火耕社会的土地所有
 十二 南美洲的火耕社会
 十三 大洋洲、非洲的火耕社会
 十四 非循环型的火耕？

 十五 游牧社会与土地所有
 十六 狩猎社会与土地所有
 十七 狩猎采集民——澳大利亚原住民
第二章 土地所有权产生的社会构造
 一 定居农业社会与火耕农业社会
 二 游牧社会与狩猎采集社会
 三 所有权产生的基础
 四 当土地为非生产资料时的情况——以尼泊尔的拉乌特人为例
 五 非独占性的、非排他性的不完全所有权的存在
 六 “木地屋文书”与所有权
 七 与传统法律学上的“所有权”进行比较
 八 对土地的权利与对水的权利
 九 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概念
  ——以印度蒙达人的社会为例
第三章 入会权产生的社会构造
  ——处于所有和非所有之间的入会权
 一 令人费解的权利——“入会权”
 二 探访尼泊尔
 三 在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土地的个人使用与共同使用
 四 共同体对共同使用地进行限制的必要性
 五 在尼泊尔的两种共同体使用形态
 六 土地的高度差与土地的使用
 七 从土地的生产率来看所有权、入会权、无主物的三级构造
 八 两种入会权——尼泊尔的情况和日本的情况
 九 再次前往切罗基人的世界
 十 总有论之小公法人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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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具有现代气息的印加帝国的世界
 十二 转让受到限制的土地所有权——共同体的维持与私人所有权确立之间的矛盾
 十三 村落共同体与入会权
 十四 中国云南省与老挝交界处的从事火耕的村落
 十五 入会权的解体
 十六 共同体的“纽带”与入会权、所有权
 十七 渔业权与入会权——捕鲸和渔业入会？

第四章 无形财产权产生的社会构造
 一 无形财产权
 二 无形财产权制度的社会背景
 三 软件保护之争的法律构造
 四 “无形财产权”概念的社会功能
 五 关于无形财产权保护的国际性利益对立结构
 六 知识产权的侵害与日本
 七 仿冒产品的横行及对将来的展望
第五章 “权利”的诞生
 一 所有权概念的产生
 二 入会权概念的产生
 三 社会形态的差异带来的所有权对象的差异
 四 无形财产权概念的产生
 五 围绕“所有权”的若干争论
结语
 ——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统合说起
 一 家族法和文化人类学
 二 国家论和文化人类学
 三 对文化人类学的期待——以所有权和入会权为例
 四 取得时效的社会基础
 五 法人类学和法解释学
参考文献一览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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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借用在执笔本书时与文化人类学者、我高中时代的朋友加藤泰建先生进行探讨时他
所说的话，即是由于个人的财富积累和社会整体的财富积累的相互作用，社会生产力开始增强，国家
体制开始完善。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土地所有权的出现和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社会体制的完善可以说就像车子的两个车
轮，缺一不可。
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在后面的部分，我将叙述印度热带丛林地带的情况，在那里，在火耕转为水耕的过程中，产生了土地
所有权。
在此先列举一下视察了该地，并指出随着水耕的开始阶层开始出现的中根千枝教授的观点。
 “由于移动和热带丛林的需要，火田耕种者形成的只是一种小型共同体。
转为水耕后，随着人们的定居，共同体开始变大。
另外应该注意的是在其内部出现了大家庭。
⋯⋯这和火田耕种和水田耕种的劳动方式的不同有关。
由于共同体的构造变得复杂，在某种意义上阶层开始出现，火田耕种者共同体的民主主义构造开始瓦
解”。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多都是从土地所有权出现以及国家社会体制开始走向完善的时候开始的。
但是北美洲的印第安社会处于这一阶段之前。
后面所要提到的粗放农业社会、游牧社会，以及一部分的狩猎采集社会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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