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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请求权与债权的关系及请求权体系的重构：以债法总则的存废为中心》作者将从债在近现代以
来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债与责任的关系人手，分析论证债权与请求权之间的关系，在对合同法和侵权行
为法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的基础上，认为债法总则应予以废除，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各自独立，
不当得利在本质上与损害赔偿具有一致性，共同构成对积极损害和消极损害的救济，具有功能互补性
，二者应共同作为责任方式并列规定于责任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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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素华，女，1976年出生于湖北宜昌，200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获民商法法学博士学位，同年
留校任教，2006年晋升为副教授。
在《中国法学》、《法学评论》、《法学杂志》等权威和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专著《网
络银行风险监管法律问题研究》，译著《合同法》，主编教材《民事法律实训教程》以及《现代知识
产权法》，合著《电子合同的民法原理》等6本，并主持和参与多项课题。
兼任中国法学期刊研究会理事、湖北省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2011年被评为首届马克昌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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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英美法系，英国和美国在对待涉他合同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截然不同。
在英国法上，虽然并非自始就不支持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对合同享有的权利，但自从1861
年Tweddle v.Atkinson 一案确立合同相对性原则以来，一直都顽强地坚守着这一根本性的原则。
尽管坚守合同相对性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造成了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
但由于英国法上独特的司法体制，使得确认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迫切性不那么强烈。
因为衡平法的存在缓解了这一矛盾。
衡平法基于道德和良心的标准，依靠较为灵活和富于效率的程序，通过准用其独创的信托制度等办法
间接地达到了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但这种纯粹通过司法方式解决问题的缺陷日益显现，以立法的方式对该问题予以纠正的呼声日益高涨
。
1937年，英国的法律委员会曾为改革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提出了建议：当一个合同因其有明示的条款表
明要赋予第三人权利时，在当事人间的任何抗辩仍然都有效的条件下，该合同可以被第三人以其自己
名义强制执行。
随后，丹宁勋爵在1949年和1954年的两个案例中都对合同相对性原则提出了质疑。
认为相对性规则从根本上说只是一个程序的规则，并且只需受诺人作为一方加入诉讼即可克服。
1991年，法律委员会迫于实践的压力，为改革合同相对性原则公布了其临时性建议。
1996年，法律委员会再次确认了他们的看法，这表明修改这一规则的时机成熟了。
其建议的中心内容是：第三人（在被明示的条件下）应当有权强制执行合同：（1）合同订立方明示
地作了如此规定；或（2）合同订立方有意赋予第三人利益——假定合同订立方并非有意使第三方受
益人不得享有强制执行合同的权利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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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请求权与债权的关系及请求权体系的重构:以债法总则的存废为中心》作者将从债在近现代以来所发
生的变化以及债与责任的关系人手，分析论证债权与请求权之间的关系，在对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之
间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的基础上，认为债法总则应予以废除，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各自独立，不当得
利在本质上与损害赔偿具有一致性，共同构成对积极损害和消极损害的救济，具有功能互补性，二者
应共同作为责任方式并列规定于责任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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