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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历史与比较的方法追本溯源，从罗马法中的返还财产诉权出发，从罗马法、教会法、习惯法等
层面分析不当得利制度在中世纪欧洲共同法中的发展，比在比较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诸国不当得利法
之基础上，全景展示不当得利法在近现代的立法及理论展开。本书以比较法为基础，结合我国现行之
立法及学说，推究不当得利法之具体内容与构造，解析一般不当得利规则与特殊不当得利之构成，展
望不当得利制度在我国未来的发展，并对我国的不当得利立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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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
第一章  罗马法中的不当得利
第一节罗马法中condictio之类型
一、罗马法的诉讼程序与返还财产之诉的产生
二、罗马法中condictio的类型区分
第二节  罗马法中condictio的性质与地位
一、罗马法中的返还财产诉权与自然公正
二、罗马法中与不当得利相关的其他诉权
第二章  中世纪欧洲共同法中的不当得利
第一节  中世纪教会法中的不当得利
一、基督教道德神学中的不当得利思想
二、教会法中的不当得利
第二节  中世纪罗马法中的不当得利
第三节  中世纪罗马法与教会法的互相作用
第四节  中世纪其他法源中的不当得利
第三章  自然法学派与近代不当得利法
第一节  格老秀斯的不当得利学说
第二节  格老秀斯不当得利学说的影响
一、Huber对格老秀斯学说的继承
二、格老秀斯不当得利学说对荷兰司法的影响
第四章  近代法典化时期的不当得利
第一节  法国的不当得利法
一、拿破仑法典之前的法国的不当得利法
二、拿破仑法典中的不当得利法
三、一般不当得利原则在法国法中的确立
四、法国债法现代化中的不当得利
第二节  意大利法中的不当得利
第三节  荷兰法中的不当得利
一、早期荷兰法中的不当得利
二、Meijers的修改建议
三、1992年荷兰民法典中的不当得利
第四节  德国法中的不当得利
一、德国不当得利法早期学说的发展
二、德国民法典中的不当得利
三、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之区分
四、区分说之不足与批判
五、不当得利与其他民法制度的关系
第五节  奥地利的不当得利法
一、奥地利民法典中的不当得利
二、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的区分
三、不当得利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的关系
第六节  瑞士债务法中的不当得利
一、瑞士债务法中的一般不当得利规则
二、瑞士债务法中不当得利的类型
三、瑞士法中不当得利之法律效果
第七节  前苏联一俄罗斯的不当得利法
一、1922年苏俄民法典中的不当得利1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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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64年苏俄民法典中的不当得利
三、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的不当得利
第八节  不当得利法传人亚洲：日本民法中的不当得利
一、日本民法典民法近代化以前的不当得利法
二、日本旧民法中的不当得利
三、1898年日本民法典中的不当得利
四、日本不当得利法的新发展
第五章  英美法中的返还财产法与不当得利法
第一节  英国法中的返还财产法与不当得利法
一、英国不当得利法的早期史
二、简约之诉的出现
三、准合同与默示合同
四、衡平法中的推定信托
五、英国返还财产与不当得利法的现代发展
六、现代英国法中的不当得利
第二节  美国的不当得利法
一、早期美国法中的不当得利：准合同与推定信托
二、美国法中一般的不当得利原则的确立
第六章  新欧洲共同法中的不当得利
第一节  欧洲私法一体化的新进展
第二节  《共同纲要草案》与《欧洲法原则》中的不当得利法
第七章  中国不当得利法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中国古代民法中的不当得利
第二节  清末民初民事立法中的不当得利
第三节  民国民法中的不当得利及其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
一、《中华民国民法》中的不当得利规则
二、民国民法之不当得利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
第四节  新中国不当得利立法、学说和判例的发展
一、第一次民法起草中的不当得利
二、第二次民法起草中的不当得利
三、第三次民法起草中的不当得利
四、《民法通则》以来我国不当得利法的发展
第八章  一般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第一节  被告取得利益
一、利益的类型
二、获得利益的方法
三、受益人主体的界定
四、利益的界定方法与时间
第二节  原告受损失
一、关于不当得利中“损失”的比较观察
二、损失含义的界定
三、损失的类型
四、不当得利中“损失”与侵权法中损害之区别
第三节  损失与获利益之因果关系
一、传统的不当得利因果关系学说
二、类型化的不当得利因果关系
三、不当得利因果关系学说新近的发展
四、不当得利因果关系的构建
第四节  无法律上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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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陆法系中不当得利之无法律上原因
二、英国法中的不正当事由（unjust factors）
三、DCFR中的无法律上之原因
四、比较与选择
第九章  特殊不当得利之构成
第一节  非债清偿
一、非债清偿之构成
二、非债清偿之法律效果
三、非债清偿之证明责任
四、非债清偿与一般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关系
第二节  三人关系之不当得利
一、第三人以代理人身份为法律行为
二、第三人以独立之法律行为介入当事人间利益之移转
三、第三人以事实行为介入双方当事人利益之移转
第十章  不当得利之抗辩事由
第一节  受益人失其利益（disenrichment）
一、大陆法中的所受利益已不存在
二、普通法中的情事变化（change of position）
三、DCFR中的失其利益（disenrichment）
四、我国民法失其利益之抗辩事由之构成
第二节  受损人明知无给付义务
一、受损人明知无给付义务
二、受损人之过失
第三节  履行道德上或礼仪上之义务
第四节  提前清偿
第五节  善意受益人须给予第三人利益37l
一、比较法上之观察
二、善意受益人须给予第三人利益之适用要件及法律效果
第六节  不法原因之给付
一、不法给付之比较法概观
二、不法原因给付抗辩事由之“不法原因”与政策考量
三、不法原因给付之认定
四、不法给付之抗辩事由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五、不法原因给付之法律效果
第七节  时效
一、合同被撤销时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
二、合同解除之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
三、因无效合同而生之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
第十一章  不当得利的法律效果
第一节  返还所受利益
一、返还原物
二、次生利益之返还
第二节  偿还所受利益之价值
一、返还利益价值的计算标准
二、返还利益的计算时间
三、受益人支出费用之补偿
第三节  双方不当得利之返还
一、双重返还请求权说（zweikondiktionenlehre）
二、差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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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说的争论与选择
第十二章  不当得利与财产法的结构
第一节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地位之比较法概观
一、大陆法系中对不当得利请求权之地位
二、英国普通法中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辅助性
三、PEL和DCFR中的不当得利请求权
四、我国法律中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地位
第二节  不当得利与合同法上之请求权
一、大陆法系不当得利请求权与合同法上请求权之关系
二、普通法中不当得利请求权与合同法上请求权之关系
三、我国合同法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关系
第三节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物权法
一、不当得利与物权之变动
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三、不当得利与占有恢复关系
第四节  不当得利与侵权法
第五节  不当得利与无因管理
第十三章  不当得利诉讼之证明责任分配及法官的释明权
第一节  当前不当得利诉讼中的乱象
第二节  不当得利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
第三节  不当得利诉讼中法官释明权的行使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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