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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本套教材的编写，我们力求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符合“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
本要求”，系统介绍各学科的基本内容；二是行文风格做到通俗易懂，便于学生阅读和自学；三是反
映国家的最新立法，将国家的最新立法情况及时介绍给学生；四是体现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将法学
研究的成果及时体现在教材中。
　　编写一套高质量的法学专业教材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为了圆满完成这一任务，我们聘请具有
较高学术造诣和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担任本套教材的主编，并由他们具体组织各书的编写工作。
　　本套教材可供全日制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本科、专科学生学习之用，也可供网络、成教学生学习之
用。
同时，还可供广大法律工作和法学爱好者自学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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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卫明，男，湖南汨罗人，1964年11月出生。
1985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同年分配至湖南省民政干部学校任教。
1994年调入原中南工业大学法律系工作，1997年评聘为副教授，2002年评聘为教授，2006年2月至2007
年1月留学日本。
     
    现为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法学>>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编  民法总论　第一章  民法概述　　第一节　民法的概念与调整对象　　第二节　民法的性
质　　第三节　民法与相邻法律部门的关系　　第四节　民法的渊源　　第五节　民法的适用范围　
第二章  民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民法基本原则概述　　第二节　民法各基本原则　第三章  民事
法律关系　　第一节　民事法律关系概述　　第二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第三节　民事法律关
系的发生、变更与终止　第四章  自然人　　第一节　自然人的概念与民事能力　　第二节　监护　
　第三节　自然人的住所与身份证明　　第四节　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　第五章  法人　　第一节　
法人制度概述　　第二节　法人的成立　　第三节　法人的民事能力　　第四节　法人的机关与民事
责任　　第五节　法人的变更、终止与清算　第六章  非法人组织　　第一节　非法人组织概述　　
第二节　合伙　　第三节　其他非法人组织　第七章  民事行为　　第一节　民事行为概述　　第二
节　民事行为的成立　　第三节　民事法律行为　　第四节　无效民事行为　　第五节　可变更、可
撤销的民事行为　　第六节　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　　第七节　附条件、附期限的民事行为　第八章 
代理　　第一节　代理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　代理的种类　　第三节　代理权及其行使　　第四
节　无权代理　　第五节　代理关系的终止　第九章  诉讼时效与期限　　第一节　诉讼时效的概念
与种类　　第二节　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与延长　　第三节　诉讼时效届满后的法律效果　　第四
节　期限第二编  人身权　第十章  人身权概述　第十一章  人格权　第十二章  身份权第三编  物权　第
十三章  物权概述　第十四章  所有权　第十五章  用益物权　第十六章  担保物权　第十七章  占有第四
编  债权　第十八章  债的一般原理　第十九章  合同总论　第二十章  各种具体合同　第二十一章  侵权
行为之债　第二十二章  不当得利之债与无因管理之债第五编  婚姻家庭与继承　第二十三章  婚姻家庭
制度概述　第二十四章  结婚　第二十五章  家庭关系　第二十六章  离婚　第二十七章  继承制度概述
　第二十八章  法定继承　第二十九章  遗嘱继承、遗赠与遗赠扶养协议　第三十章  遗产的处理　第三
十一章  涉外涉侨及中国区际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法学>>

章节摘录

　　第一编　民法总论　　第一章　民法概述　　第二章　民法的基本原则　　第三章　民事法律关
系　　第四章　自然人　　第五章　法人　　第六章　非法人组织　　第七章　民事行为　　第八章
　代理　　第九章　诉讼时效与期限　　第一章　民法概述　　第一节　民法的概念与调整对象　　
一、民法的概念　　据学者考证，民法一词来源于罗马法的市民法（jus civile）。
在罗马法中，市民法是相对于万民法（jus gentium）而言的，它主要调整罗马公民之间的关系，而万
民法则主要调整罗马公民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
①日本民法典用的“民法”一词由法国民法典的“droit civil”翻译而来。
②“民法”一词传入我国是在清朝末年。
当时，清政府聘请日本学者松岗正义等人起草民法，于1911年完成《大清民律草案》，“民法”一词
遂传入我国，但当时不称“民法”，而称“民律”。
我国法律上使用“民法”一词始自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5月23日公布的《民法总则》（民法典的第一
编）。
③但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古代就已有“民法”一词，如《尚书·孔传》就有这样的记载：“咎单，臣
名，主土地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
”不过，我国古代即使有“民法”一词，其基本含义也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法”相去甚远。
　　人们在具体使用“民法”一词时，往往根据语境的不同而赋予其不同的含义。
有时它指的是作为一个部门法的民法，有时它指的则是作为一门法学学科的民法。
作为一个部门法的民法，它是指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作为一门学学科的民法，它是指研究民法规范及其相关学理的法律科学，亦即民法学。
但严格来讲，民法与民法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不能混淆。
民法是民法规范的总称，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其表面形式是论文、专著、教科书等。
民法与民法学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
民法学的发展会影响到民事立法，民事立法的发展也同样会影响到民法学的研究。
这种相互影响可能是积级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当二者呈现良好的互动关系时，这种影响是积极的，会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当其中一方现出现失误
或问题时，则会给另一方造成负面效应和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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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学》是在广泛吸收和借鉴民法学的核心教学内容和通用教学方法的基础上，为适应和满足
大学法学专业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一本教材。
在编写过程中，全书力求做到准确、全面地阐明民法学基本理论，反映民法学教学和研究的最新成果
。
在风格上，尽量做到通俗易懂，便于学生学习和理解。
　　《民法学》可供全日制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本科、专科学生学习之用，也可供网络、成教学生学习
之用。
同时，还可供广大法律工作和法学爱好者自学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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