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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于海涌主著的《英美信托财产双重所有权在中国的本土化》内容介绍：一百多年前，英美式的信托就
出现在中国，但信托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却历经曲折，信托的制度建设更是空白。
信托的观念和运用，长期处于误解和歧义之中。
就信托理论和信托制度而言，当然是从英美法中引进的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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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法国不动产担保物权研究》获中国民法学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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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独立主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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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信托财产双重所有权在中国本土化的路径选择
  第一节  本土化与英美化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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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土化抑或英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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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普通法所有权”在我国单一所有权制度下的本土化设计
  第一节  “委托人所有权”路径的分析检讨
    一、信托财产的转移是成立信托的前提
    二、不符合大陆法所有权的理念
    三、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权利将游离于物权法本系
    四、委托人容易干预信托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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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受益权不具备所有权的实质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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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闭锁效应的防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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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谨慎投资者规则
  第五节  “受托人所有权”路径的可行性分析之三：立法例考察
    一、英国和美国：受托人正朝着绝对所有人（absolute owner）迈进
    二、苏格兰：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转移给受托人
    三、德国：受托人是完全的（full）所有权人
    四、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受托人享有所有权
  第六节  “普通法所有权”可以本土化为单一所有权
    一、信托法是民法的特别法
    二、“普通法所有权”本土化为我国的单一所有权
第七章  “衡平法所有权”在我国物权债权二元体系下的本土化设计
  第一节  “衡平法所有权”引发的百家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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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债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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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特殊权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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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双重所有权”本土化设计与英美信托功能的相通性
  第一节  “双重所有权”本土化设计与英美信托功能的比较
    一、本土化设计不会导致受托人的权利过度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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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受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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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信托制度本土化设计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集合资金信托
    一、信托财产的所有权
    二、信托合同对受托人的约束
  第二节  国有资产信托
    一、国有股权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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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公益信托
    一、剩余捐款的困惑
    二、公益信托的优势
    三、“最相类似原则”的适用
  第四节  遗嘱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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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本土化中的委托人和受益人
  第一节  委托人
    一、委托人的权利
    二、委托人的义务
  第二节  受益人
    一、受益人的权利
    二、受益人的义务
第十一章  本土化中的受托人
  第一节  受托人的权利
    一、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
    二、优先受偿权
    三、取得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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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请求变更信托财产管理方法
    六、辞任
  第二节  受托人的义务
    一、忠实义务
    二、谨慎义务
    三、管理义务
  第三节  受托人的责任
    一、归责原则
    二、赔偿责任
    三、免责条款的效力
第十二章  信托财产的公示
  第一节  我国信托财产公示制度的分析检讨
    一、信托公示是否包括信托财产的转移公示
    二、信托登记的效力：生效要件抑或对抗要件
    三、登记程序没有可操作性
  第二节  不动产信托的公示
    一、不动产信托登记机关
    二、不动产信托公示的程序
    三、不动产信托公示的效力
    四、不动产信托登记资料的查询
  第三节  动产信托的公示
    一、普通动产的信托公示
    二、特殊动产的信托公示
  第四节  知识产权信托的公示
    一、专利权、商标权的信托公示
    二、著作权的信托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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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信托终止时的财产归属
  第一节  信托终止的事由和法律后果
    一、信托终止的事由
    二、启动信托终止程序的法律后果
  第二节  信托财产清算与债务清偿
    一、信托财产清算中的冲突与风险
    二、信托财产非破产清算中的监督
    三、债权人的受偿顺序
    四、信托财产清算中的信托监察人
  第三节  债务清偿后剩余财产的归属
    一、剩余财产归属的立法例考察
    二、对我国剩余信托财产归属安排的分析检讨
    三、确定我国剩余财产归属人的建议
  第四节  剩余信托财产确定归属后的强制执行
    一、被强制执行人
    二、被强制执行的信托财产范围
结论  极具魅力的英美信托制度可以在中国落地生根
    一、双重所有权在大陆法体系下的定位是对我国信托法的严峻挑战
    二、本土化的基本思路：重点关注实现双重所有权的制度功能，而不在于是否采用双重所有权的形
式
    三、“普通法所有权”本土化为我国的单一所有权，受托人享有信托财产的绝对所有权
    四、“衡平法所有权”在大陆法的语境下定性为债权，由受益人享有受益请求权
    五、双重所有权在中国可以顺利实现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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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不动产信托公示的程序 （一）申请 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应以当事人提出登记申请为前提
，申请为登记的主要启动程序，由于我国《信托法》只承认自愿信托，而没有规定法定信托和推定信
托，因此信托登记只能因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
 1.不动产信托登记的申请人。
物权变动导致新的物权法律关系产生，伴随着物权变动，有因物权变动而受有利益者，也有因物权变
动而受不利者。
因买卖、互易、赠与、信托、抵押、设典、分割等物权变动无不涉及不同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
为了避免在物权变动过程中出现欺诈、胁迫、误解、主体不合格等情形，法律应规定登记申请原则上
应当由权利人和义务人共同办理，以确保登记的准确性，充分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申请不动产登记，申请人可以委托他人代理。
由代理人办理申请登记的，应当由代理人本人亲自办理，代理人应向登记机关提交申请人的委托书。
境外申请人的委托书应按规定经过公证或认证。
 我国《信托法》只承认自愿信托，而没有规定法定信托。
如果信托是根据信托合同设立的，信托财产的转移登记和信托登记应由委托人与受托人共同申请。
如果信托是根据信托遗嘱设立的，信托登记应由继承人办理继承登记后，再与受托人一起办理信托登
记申请；如遗嘱中指定有遗嘱执行人，应当先由遗嘱执行人及继承人办理完毕继承登记，再由遗嘱执
行人与受托人共同办理信托登记申请。
 2.申请文件。
设立信托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财产所有权的转移。
信托财产的转移登记与信托登记应当一体办理。
不动产信托登记时，不动产的所有权转移登记和信托登记必须是同一申请书。
申请时应当提交的文件，必须能够证明当事人的身份、意欲达到的目的以及相关的证据，包括：①登
记申请书。
为了方便当事人提出申请，也为了规范当事人的申请行为，申请书宜由登记机关提供标准样式，明确
当事人应该填写的事项和提供的证据。
具体而言，申请书应当标明信托申请人身份、信托受益人、信托登记原因、信托期限、信托终止时财
产的归属等事项。
②登记原因证明文件。
登记机关为了准确的审核物权变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和是否体现了当事人之间的合意，通常要求当事
人向登记机关提供登记原因的证明文件，如不动产信托合同、遗嘱等。
③权利证书。
不动产信托登记中的财产移转或为其他处分登记中，委托人对于不动产应该先享有权利，然后才能将
其转移给受托人，所以这一权利一般是已登记，具有所有权状或他项权利证明文件，应该在登记的时
候提交登记机关审核。
④申请人身份证明。
验明当事人的身份有利于登记机关准确地核实申请之处分权，而且便于向申请人送达有关通知。
⑤其他有法律规定应提出之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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