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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是最具制度理性和实践智慧的法律部门。
民法学是最有人文精神和学术魅力的法学学科。
民法因其深邃的思想、缜密的思维、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而成为思想者攀登的高峰和实践者耕耘
的田园。
一国之民法研究水平，反映了该国法制文明的发达程度。
    当前，我国民法典的编纂正迈着坚实的步伐坚定前行。
在此过程中，既需要已有知识的整理和反思，也需要新鲜思想的激发与碰撞。
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学有着长期的学术积累，拥有一批杰出的学者。
台湾地区的学术成果，向来为大陆民法学者所关注；而大陆地区的立法进展，也一直为台湾民法学者
所瞩目。
    为了推动我国的民法典研究，加强海峡两岸民法学者的交流，由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主办
的“21世纪中国民法之展望——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6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隆重举行。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海峡两岸的150余位民法学者会聚一堂，以面向未来的姿态，围绕我国民法
典制定过程中的热点问题，按照民法总则、物权、知识产权、亲属、债与合同、侵权行为六个专题，
展开了热烈而又富有成效的讨论。
这次跨越海峡的学术盛会，既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贡献了新鲜成果，也为两岸的学术交流注入了新的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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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大陆法系民法典的立法体系与精神内涵现代民法视野下的中国民法定位——民法私法性及其在现代社
会的挑战论民法典的民族品格论中国民法典之继受与创新民法典需求与供给的经济分析回归民法论基
本原则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公序良俗的判断：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溯源求本道“权利”请求权与民法
典的体系思考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性质的再思考海峡两岸财团法人制度分析论潜在损害的诉讼时效论
人格权的支配权性质论一般人格权的立法模式——以德国与瑞士立法例之对比考察为中近代以来中国
亲属法的思想基础物权与债权的区分及其理论基础——以德国法为中心物权、知识产权与民法典编纂
物权法草案“违宪”了吗?——质疑巩献田教授的《公开信》统一还是多元——私法统一背景中的“欧
洲物权法”物权制度设计的正义维度与效率维度——伦理学与经济学的视角物的概念若干问题不动产
权利登记的效力及其限度异议登记与财产保全制度之比较——兼论异议登记制度在我国物权法上的建
构宪法所有权和私法所有权之区分及其意义——评《物权法草案》第四、五章打造中国农民土地财产
权利制度法经济学视角下矿业权公法管制之私权制约两岸抵押权法律制度比较研究我国债权质押立法
之思考论转质关于我国确立准占有制度的思考论中国立法吸纳外国法方式之演变解读《合同法》中的
漏洞从《合同法》第18条看我国的法律继受与法律发展定型化契约与消费者权益之保护——以信用卡
为例论违反强制性规定行为之效力——兼析《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理解与适用民法上恶意串通行为
之效力研究元权处分行为及其相关制度研究——关于《合同法》第51条的理解问题减价责任的逻辑构
成论错误、不完全给付与物之瑕疵担保责任之竞合论知识产权交易中善意第三人之保护——以技术合
同解释第12条第1款为线索对侵权法归责原则的思考从“最高法院”裁判论侵权行为之违法性土地征收
侵权原因及对策分析雇主责任归责原则探析——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论医师违反产前诊断义务的赔偿责任我国无因管理制度的完善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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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民法视野下的中国民法定位——民法私法性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挑战三、现代民法背景下的我国民
法定位我国是一个没有民法传统的国家。
民法制度的真正建设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的民法理论和制度发展没有经过近代民法时期，而恰恰又逢现代民法盛行于世界各国。
如果说现代民法的出现是为了校正近代民法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的缺陷的话，那么直接移植现代民法
理念，步入现代民法也可能导致对民法的错误定位。
笔者认为，在民事立法的过程中，有两种相对的倾向是应当克服的，一是用近代民法的一些理念和原
则指导中国当前的民事立法；相反地，也不能认为，现代民法已经走向了公私法不分的阶段，而不按
民法基本原则建构我们的民商法律体系。
甚至笔者认为，在走向现代民法的世界潮流中，我们仍然应当坚持公私法的划分，在民法是私法的理
念上建构中国的民法，同时在确立民事主体地位、明确民事权利的基础上，建立限制权利行使，规范
主体行为的商法、经济法体系。
（一）确立民法是私法的意义在我国，“私”是一个很敏感的字眼，同样私法为我国接受也经历了非
常曲折的过程，且不说改革开放之前的特殊历史时期，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其正当性或合适性
仍然是一个问题。
加上当时存在大经济法概念，合同法——民法中最核心的领域被纳入了经济法的范畴之中。
而真正使其归位也只是三法统一为《合同法》[1]的事情。
因此，为民法正名是法学界长期“斗争”的结果。
因此，我们今天应当珍惜这一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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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1世纪中国民法之展望》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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