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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已于2007年3月16日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物权法的制定和实施，是我国法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我国的民事立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制定和实施物权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权制度，对于坚持和完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对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2007年3月23日下午进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指出，
要在全社会深入宣传制定和实施物权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入宣传物权法的立法主旨、基本内容和
各项规定，为实施物权法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要利用实施物权法的有利时机，在全社会广泛倡导全体公民学法辨是非、知法明荣辱、用法止纷争，
增强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公民意识。
　　胡锦涛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和实施物权法，全面落实保障一切市场主体
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的法律要求，正确处理行使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关系，充分运用物
权法等法律手段提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水平，增强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
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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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物权法概述　　第一节　物权概述　　一、物权的概念和效力　　（一）物权的概念　
　《物权法》第2条第3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
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　　该款前半句是关于物权概念的规定。
对于物权的概念，各国民法一般将其交由学者解释，而不在民法典中对其直接作出明确规定。
理论上关于物权概念的学说有对物关系说、对人关系说以及权利归属说等，而我国物权法采取的是折
中的规定，准确理解“物权”这一概念，应从如下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物权是对物的直接支配
权，这一表述部分地吸收了对物关系说的合理因素。
对此，应明确以下几点：首先，虽然物权表现为权利人对物的直接支配，但就其本质而言，其体现的
仍然是人与人之间因物的归属或利用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发生在人与人之问
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其次，物权是一种支配权，也就是说，物权人行使其权利无需义务人的协助，这一点使其区别于债权
，债权虽然具有多项权能，但其核心权能却是请求权，其实现需要他人的协助。
再次，物权的支配权属性决定了物权的客体须是特定物，种类物只有经特定后才可能成为物权的客体
。
这使其区别于债权、知识产权甚至准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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