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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总则》将民法的内容分为四个板块“民事法律规范论”、“民事法律关系论”、“民事法
律事实论”、“民事法律责任论”，这样的体例结构安排，独树一帜，不同于其他的同类著作。
第一篇“民事法律规范论”侧重于对民法宏观的介绍，介绍民法的体例、内容、方法、原则等，后三
篇则是对上述宏观介绍的细化，按照“民事法律关系论—民事法律事实论—民事法律责任论”的逻辑
顺序，将民法的核心内容作出了全面、深入、透彻的剖析。
同时，每章都通过案例导入的方式来引出理论的论述。
　　此外，《民法总则》的一大特点就是体系完整新颖，法理简明扼要、文字通俗易懂、案例法理紧
密结合，这将深奥复杂的民法学转化为简明易懂的民法，使得学生更加喜欢学习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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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民法的性质和本质　　对于民法，人们可以从不同视角进行观察和认识。
从社会层面来认识民法的自然属性，即民法的本质，我们会更深刻地认识民法，更正确地适用民法。
　　（一）民法的性质　　1.民法是人法、权利法、私法。
从罗马法到法国民法典，它们都把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作为民事立法的核心，集中体现民法是以人为
基础的法，也是以人为核心、以人为目的的法。
所以，这种立法体例的法律都单独规定“人法”一编，具体确立作为民事主体的自然人、法人的法律
地位。
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也具体规定了公民（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民事主体的法律
地位，并确立其在民法意义上的抽象的人格和地位，为整个私法关系奠定了基石，也为规范市场经济
主体进行了基础性工作。
所以说民法是人法、民事主体法一点也不为过。
同时，民法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因此，民法学界历来都把民法称为“民事权利法”。
我国《民法通则》第五章具体规定了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继承权五种民事权利，也充分
体现了民法权利法的属性。
此外，民法作为调整市民社会的法律，是规范私权利和私人利益的法律。
其强调在法律没有限制性规定时，民事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以尊重当事人意思表示为发生法律行为
的要件，公权力除非必要，无权干涉当事人的自主意思。
这就是民法作为私法的集中体现。
　　2.民法是实体法、普通法、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民法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为当事人提供了明晰的行为规则、自由行为的
范围以及越界的后果和责任，从而为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奠定了基础，也成为法院处理民事纠纷的裁
判规则，这种民事规范被称为实体法。
法律有普通法与特别法之分，民法也不例外。
、从我国目前民事立法看，《民法通则》应属普通法，《物权法》、《合同法》、《婚姻法》、《继
承法》等应属于特别法。
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故《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等商法单行法
也是民法的特别法。
民法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
因此，民法具体规定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活动的各项规则、制度，要求各民事主体应当在法律规范
范围内活动，从而确保市场经济有序地运行。
因此，民法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基本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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