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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权法论(修订2版)》对物权法做了详细的探讨。
物权法作为调整主体对客体的财产支配关系的法律，是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取得或让与财产及对
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最基本的法律规则。
作为与债和合同法、侵权行为法等相对应的法律制度，物权法成为我国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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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利明，男，1960年生，湖北省仙桃市人，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王利明副书
记、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兼召集人，中国法学会副会
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
员，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副会长
，最高人民法学特邀咨询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员，公安部特邀监督员，建设部法律顾问，北
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成员，北京市公安局专家咨询员，福建省政府顾问，北京市仲裁委员会副主任，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
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新华社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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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物权法总论第一章　物权概述第四节　物权的客体二、物权法中的无形财产（一）无形财产能
否作为物权的客体关于无形财产的调整模式，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①物权法调整说。
此种观点认为，应当由物权法调整所有的有体物和无形财产，只要这样物权法才能适应社会财富的发
展需要。
②特别法主要调整说。
此种观点认为，物权法主要调整有形财产，而无形财产主要应当通过特别法加以规定。
对于确需要物权法调整的无形财产，可以准用物权法的有关规定。
③专门法调整说。
此种观点认为，无形财产应该通过专门的法律来规制，从而形成完整的有关无形财产的立法系。
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即物权法主要应当调整有体物形成的归属和利用关系，而无形财产主要应通过
知识产权法、证券法等法律调整。
其主要理由在于：1．从物权法固有的内容来看，它主要以调整有体物为内容。
因为一方面，所有权概念完全是建立在有体物的概念之上的。
在法律上不可能存在以无体物为客体的所有权，否则将会出现债权的所有权、知识产权的所有权甚至
所有权的所有权，所有权的概念将会变得混乱不堪。
另一方面，在他物权中，物权法仅仅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以无体物作为权利的内容，如权利质权、权
利上的用益物权等。
而他物权也基本上是在有体物之上产生的，且主要是在不动产基础上产生的。
还要看到，物权法的规则大多是建立在有体物基础上的，如一物一权、动产的交付、善意取得等都是
建立在有体物基础上的。
从根本上说，无形财产之上是很难产生支配性和排他性的，也很难产生物权的追及效力，所以不能适
用物权法的许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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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权法论(修订2版)》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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