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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法学教育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素质教育，实践教学是法学专业教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
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学教育一直偏重于系统法学知识的灌输，忽视了对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存在
着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弊端，这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法律人才的需求。
进入21纪以来，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  向社会输送具有法律职业特质的合
格职业者成为法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我国的法学教育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民事案例分析（单本教材）》的编写即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  目的在于借助案例教学这
一传统的，同时也是行之有效的实践教学模式，通过对实际案例的分析，促进师生互动，引导学生从
案例出发学习和掌握民法的基本理论。
本教材共分为三编十章，第一编为民事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第二编为各类民事案例的分析；第三编
为实验实训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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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并且依次检索，优先考虑的请求权往往排除顺序在后的请求权，在确定权利的性质方
面具有一定的思维经济性。
原则上，请求权的体系应当按照如下顺序来确定：（1）合同上的请求权。
考察请求权的先后顺序应将合同上的请求权作为第一顺序的请求权加以考虑，这是因为合同关系的存
在对其他请求权有所影响：对无因管理上的请求权、物上请求权、不当得利请求权、侵权损害赔偿请
求权的检讨而言，合同的有无为确立这些请求权是否存在的前提条件。
合.同作为特定人之间的事先约定的关系，确定了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只有首先从合同关系着手，
才能向其他关系展开，即合同上的请求权与其他的请求权发生密切联系时，应首先考虑使用基于合同
上的请求权。
例如，财产所有人请求财产占有人返还财产，如果财产占有人对财产的占有有合同上的依据（租赁或
借用），即可阻却财产所有人的物上请求权，排除物权法规则对本案的适用。
（2）缔约过失请求权。
按照梅迪库斯的看法，缔约过失的请求权与合同的请求权是不可分割的，甚至可以包含在合同的请求
权之中，因为无论是在合同的缔结过程中还是在合同终止以后，都会涉及到缔约过失的请求权。
我们认为这两项请求权在性质上明显不同，应当分开。
缔约过失的请求权适用于合同未成立前或合同成立但无效或被撤销等双方无合同关系的情况，而基于
违约的请求权乃是以有效合同的存在为前提的。
如果当事人之间存在着有效的合同关系，则属于合同责任；若不存在有效的合同关系，则可以考虑缔
约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请求权仅次于合同请求权而适用，优先于其他请求权，这是因为这类请求权虽然是由法律规
定而非由当事人所自主决定，但因其与合同有关，故学说上可称为“类似契约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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