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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权法教程(第2版)》自2007年8月出版三年多来，随着物权法的颁布实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物权法的理论研究、物权法的适用实践、物权法的相关司法解释相继呈现出新的变化。
为及时反映立法、司法、法学研究的新的变化成果，我们在保持《物权法教程(第2版)》原有体系和结
构的基础上，对《物权法教程(第2版)》的内容做了一定的修订和补充。

　　与初版相比，本次再版的《物权法教程》主要修订特点是：第一，反映新的立法和司法适用实践
动向。
《物权法教程(第2版)》在修订中删除了已废止法律的引用，增添了对新的司法解释适用的研究。
比如，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部分，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改写和补充了相关内容。
第二，注重系统掌握物权法理论。
《物权法教程(第2版)》的撰写特点之一是将物权法课程作为法律科学研究的一部分，而非对物权法律
的立法解释学。
为帮助读者全面研习物权法理论，本次修订特别调整了物权和所有权基本原理的内容。
比如，在物权总论中，增写了物的分类和分类意义，补充了物权类型体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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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起草小组负责人。
代表作品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编委、民法学科主编）、《罗马法教程》（合著）、《
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独著）、《公司法教程》（《新编公司法教程》）（主编、合著）、《法人
制度研究》（主编、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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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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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共同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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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当物作为物权人支配的对象时，物权关系的客体是特定的、有体的、独立的标的物。
我们用的是“标的物”的概念，而非单指“物”，这是要强调，物是主体行为的目标（标的）和作用
对象。
（一）物权的客体为物1.物的法律概念。
物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法律上广义物的概念可以归纳为：物是存在于人身之外的，能被人支配并能满足人们社会生活需要的
有体物、无体物和自然力。
广义物之概念也为广义的财产。
法律上狭义物的概念则是：存在于人身之外的，能被人支配并能满足人们社会生活需要的有体物和自
然力。
狭义的物的概念也为狭义的财产。
采广义的物的概念还是狭义的物的概念，由各国民事立法确定。
一个国家的立法对物的界定，决定了该国民法典的体系模式。
如果民法典采德国民法典的编纂体例，财产法分为物权法与债权法，则物只能以有体物为限。
因为物权与债权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其权利客体不同：物权是对物的权利，是权利人对有体物的占有与
支配权。
债权是对人权，是权利人对债务人给付的请求权。
如果物权的客体为无体物（权利），也就意味着债权、知识产权、继承权等均可成为物权的客体，这
不仅威胁到物权与债权的基本区别，也使得民事权利的逻辑分类失去了意义。
人身权、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继承权等权利分类的依据之一正是这些权利客体的不同。
另外，将物界定为有体物的另一个积极意义是，民法典物权编或物权法中某些关于物的规范不适用于
权利，比如，有体物可以占有，无体物不适用占有，交付物、返还原物、盗窃物、遗失物的规定，占
有时效等都仅适用有体物，而不适用权利。
如果民法典采法国民法典的编纂体例或英美法的财产制度，则物的概念并不以有体物为限，因为上述
立法体例没有物权与债权的明确划分，自然不会出现债权作为所有权的对象被所有权吸收，造成物权
与债权的区别崩溃的结果。
我国物权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
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
”可见，我国物权法采德国立法模式，除非法律另有规定，通常情况下物权法所称的物，无论是不动
产还是动产，均为有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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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权法教程(第2版)》是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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