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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正式颁布，并于2007年10月实施。
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法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建设又有了一个重大发展。
为了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正确实施，阐发、揭示和发展我国的物权法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
也成为今后民商法教学和研究中的重要任务。
有鉴于此，我们本次对于本书中有关物权法部分做出了重大修订。
同时，结合近年来我国其他方面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最新发展，对于其他相关的内容，也做出了
相应的更新。
本书第二版继续秉承初版的撰写宗旨，向读者系统、全面地介绍我国民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的核
心内容，并对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中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进行阐述和思考，以期为广大读者更加深入
地研究民法理论提供线索、奠定基础。
本书第二版亦继续保持初版的简练、明快、流畅的写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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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出版属于厦门大学法律系民商法学教材建设的组成部分，目的是为一般读者学习民法最为基本
的理论知识提供一本参考书。
为此，我们在已有的教材建设基础上，将民法总论、物权、债权三部分汇集起来，对原有内容进行了
适当的调整，同时根据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最新发展以及民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增加了一些
新的内容，以便更好地满足读者的要求。
    本书内容包括民法总论、物权、债权三部分，共20章，分别为民法概述、民事法律关系、自然人、
法人、物、民事法律行为、代理、诉讼时效、期日和期间、物权通论、所有权、共有与相邻关系、用
益物权、担保物权、占有、债权通论、合同通论、几种主要的有名合同、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侵权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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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二版前言编写说明第一章  民法概述  第一节  民法的概念、对象和内容    第二节  民法的本质和基本
原则  第三节  民法的渊源、效力和适用  第四节  民法的历史发展  第五节  我国民法的发展第二章  民事
法律关系  第一节  民事法律关系概述  第二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第三节  民事法律事实  第四节  民事
权利  第五节  民事责任第三章  自然人  第一节  自然人概述  第二节  自然人的民事能力  第三节  户籍与
住所  第四节  监护  第五节  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  第六节  个体工商户与农村承包经营户    第七节  自然
人的人身权第四章  法人  第一节  法人概述  第二节  法人的分类  第三节  法人的民事能力  第四节  法人
的成立、变更和终止  第五节  法人的机关与住所  第六节  法人的人身权  第七节  非法人组织第五章  物  
第一节  物的概念  第二节  物的分类  第三节  货币和有价证券第六章  民事法律行为  第一节  民事法律行
为概述  第二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第三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  第四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
效  第五节  民事行为的无效与撤销  第六节  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和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第七章  代
理  第一节  代理概述  第二节  代理的分类  第三节  代理权  第四节  无权代理  第五节  表见代理  第六节  
代理的终止第八章  诉讼时效  第一节  时效概述  第二节  诉讼时效的分类  第三节  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  
第四节  诉讼时效的效力第九章  期日和期间  第一节  期日和期间的概念  ⋯⋯第十章  物权通论第十一
章  所有权第十二章  用益物权第十三章  担保物权第十四章  占有第十五章  债权通论第十六章  合同通
论第十七章  几种主要的有名合同第十八章  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第十九章  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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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法我国民法学界一般认为，社会主义民法以前苏俄民法为代表。
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创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
苏维埃政府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最终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行了“剥夺剥夺者”的政策，陆续颁布
了一些法令，将土地、工业、金融等收归国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实现
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管理。
1922年10月31日，在列宁的指导下，第一部社会主义的民法即《苏俄民法典》经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
审议通过，1923年1月1日起施行。
这也是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民事立法中，最具代表性的民法典。
这部法典在体系上参照德国法例，设总则、物权、债和继承四编，计436条。
1961年12月，苏联颁布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内容包括前言、总则、所有权、债权
、著作权、发现权、发明权、继承权等。
1964年颁布的新的《苏俄民法典》即根据该《纲要》而制定。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大多受苏联民法的影响。
我国虽然未仿苏联民法制定民法典，但苏联民法及民法理论对我国民事立法及民法学理论的影响也是
很大的。
较之资本主义民法，以苏俄民法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民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在民法的调整对象上，社会主义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范围较为狭小。
婚姻家庭关系、土地关系、劳动关系等在资本主义社会原归民法的内容均脱离民法，归其他部门法调
整。
如《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明确规定：“苏维埃民事立法，调整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由于
利用商品货币形式而引起的财产关系，以及与财产关系有关的人身非财产关系”，“家庭关系、劳动
关系以及集体农庄中根据集体农庄章程发生的关系，分别由家庭立法、劳动立法、土地立法和集体农
庄立法加以调整”。
其次，在对待民法本质同的问题，强调社会主义民法的“公法”性。
社会主义民法的公法性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灭了私有制，法的任务就在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
有制。
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代替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成了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明确规定，请求返还国家财产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占有人不
受善意保护（第17条、第28条），即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
二是强调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在民法领域内以服从国家计划为原则，排除合同自由原则的适
用。
《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第2条规定：“苏联的经济生活，由国家和国民经济计划来规
定和指导。
”第4条和第33条进而规定，计划是民事法律关系（债）发生的重要法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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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第4版)》中有关物权法部分做出了重大修订。
同时，结合近年来我国其他方面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最新发展，对于其他相关的内容，也做出了
相应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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