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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第六版）/新编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部全国
普通高》是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之一，它是根据国家教育部审定的《民法教学基本要求》
编写的。反映我国民事立法、民事司法以及民法学研究的最新发展，同时注重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和
地区民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注重阐明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使之符合本科民法学教学的需
要。本书共七编四十一章，第一编为民法总论，第二编为物权，第三编为债权总论，第四编为债权分
论，第五编为人身权，第六编为继承权，第七编为民事责任。

Page 2



《民法（第六版）》

作者简介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新世纪百
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兼召集人、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法
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
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等，主要从事法学方法论、民法总论、人格权法、物权法、债与合同法
、侵权责任法、商法理论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Page 3



《民法（第六版）》

书籍目录

第一编 民法总论
第一章 民法概述 3
第一节 民法的概念 3
第二节 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 6
第三节 民法的特点 8
第四节 民法与邻近法律部门的区别 11
第五节 民法的体系 13
第六节 民法的渊源 16
第七节 民法的适用范围 18
第八节 我国民法的历史发展 20
第二章 民法的基本原则 24
第一节 民法基本原则概述 24
第二节 平等原则 26
第三节 意思自治原则 28
第四节 公平原则 30
第五节 诚实信用原则 31
第六节 公序良俗原则 32
第三章 民事法律关系 35
第一节 民事法律关系概述 35
第二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37
第三节 民事法律事实 40
第四章 自然人 43
第一节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43
第二节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46
第三节 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 48
第四节 监 护 49
第五节 自然人的姓名、住所、户籍和身份证 52
第六节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53
第七节 个体工商户与农村承包经营户 57
第五章 合 伙 59
第六章 法 人 67
第一节 法人制度概述 67
第二节 法人的成立 71
第三节 法人的民事能力 73
第四节 法人的机关及法人分支机构 76
第五节 法人的变更和终止 77
第七章 民事权利 81
第一节 民事权利的概念 81
第二节 民事权利的分类 82
第三节 民事权利的行使和保护 87
第八章 物 91
第一节 物 91
第二节 货币和有价证券 94
第九章 民事行为 97
第一节 概 说 97
第二节 民事行为的分类 98
第三节 民事行为的成立 101

Page 4



《民法（第六版）》

第四节 意思表示 102
第五节 民事行为的生效条件 107
第六节 效力存在欠缺的民事行为 111
第七节 附条件与附期限的民事行为 120
第十章 代 理 125
第一节 概 述 125
第二节 代理权 129
第三节 权代理 132
第四节 代理关系的消灭 135
第十一章 期限与诉讼时效 137
第一节 诉讼时效概述 137
第二节 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断、中止和延长 141
第三节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效果 143
第四节 期间与期日 145
第二编 物 权
第十二章 物权概述 151
第一节 物权的概念和特征 151
第二节 物权的分类 153
第三节 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155
第四节 物权的保护 158
第十三章 物权变动 161
第一节 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 161
第二节 动产物权的变动 162
第三节 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 164
第四节 不动产登记制度 165
第十四章 所有权 169
第一节 所有权的概念和特征 169
第二节 所有权的权能 170
第三节 所有权的取得 172
第四节 所有权的行使 177
第五节 所有权的消灭 178
第六节 所有权的种类 178
第十五章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186
第一节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概念 186
第二节 专有权 187
第三节 共有权 188
第四节 管理权 191
第五节 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 193
第十六章 相邻关系 196
第一节 相邻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196
第二节 相邻关系的种类 197
第三节 处理相邻关系的原则 200
第十七章 共 有 202
第一节 共有的概念和特征 202
第二节 按份共有 203
第三节 共同共有 206
第四节 因共有财产而产生的共同债务 208
第五节 准共有 209
第六节 共有财产的分割 209

Page 5



《民法（第六版）》

第十八章 用益物权 213
第一节 用益物权概述 213
第二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 218
第三节 建设用地使用权 226
第四节 宅基地使用权 233
第五节 地役权 237
第十九章 担保物权 244
第一节 担保物权总论 244
第二节 抵押权 253
第三节 质权 267
第四节 留置权 276
第二十章 占 有 282
第一节 占有概述 282
第二节 占有的分类 285
第三节 占有的取得、变更与消灭 287
第四节 占有的效力 289
第五节 占有的保护 292
第三编 债权总论
第二十一章 债的概述 297
第一节 债的概念和特征 297
第二节 债的要素 299
第三节 债的发生原因 303
第四节 债的分类 305
第二十二章 债的履行 312
第一节 债的履行概述 312
第二节 债的适当履行 317
第三节 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 319
第二十三章 债的保全和担保 325
第一节 债的保全 325
第二节 债的担保 331
第二十四章 债的移转和消灭 341
第一节 债的移转 341
第二节 债的消灭 347
第四编 债权分论
第二十五章 合同概述 357
第一节 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357
第二节 合同与债 359
第三节 合同关系 360
第四节 合同的分类 362
第二十六章 合同的订立 366
第一节 合同成立的概念和要件 366
第二节 要 约 368
第三节 承 诺 374
第二十七章 合同的内容与形式 381
第一节 合同的条款 381
第二节 合同权利与合同义务 384
第三节 合同的形式 388
第二十八章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391
第一节 合同的变更 391

Page 6



《民法（第六版）》

第二节 合同解除概述 393
第三节 合同解除的条件 397
第四节 合同解除的程序 399
第五节 合同解除的效力 401
第二十九章 合同分则 406
第一节 买卖合同 406
第二节 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 424
第三节 赠与合同 428
第四节 借款合同 430
第五节 租赁合同 434
第六节 融资租赁合同 441
第七节 承揽合同 445
第八节 建设工程合同 453
第九节 运输合同 459
第十节 技术合同 466
第十一节 保管合同 478
第十二节 仓储合同 481
第十三节 委托合同 483
第十四节 行纪合同 487
第十五节 居间合同 489
第三十章 不当得利之债 492
第一节 不当得利制度概述 492
第二节 不当得利的效力 495
第三十一章 因管理之债 497
第一节 因管理的概念和性质 497
第二节 因管理的构成要件 498
第三节 因管理的效力 500
第五编 人身权
第三十二章 人身权概述 505
第一节 人身权的概念和特征 505
第二节 确立人身权法律制度的意义 507
第三节 人身权的分类 507
第三十三章 具体人格权 511
第一节 身体权 511
第二节 生命权 512
第三节 健康权 513
第四节 自由权 514
第五节 隐私权 514
第六节 姓名权和名称权 516
第七节 肖像权 518
第八节 名誉权 520
第九节 荣誉权 522
第六编 继承权
第三十四章 继承权概述 527
第一节 继承权的概念和特征 527
第二节 我国继承制度的性质和基本原则 528
第三节 继承权的保护 529
第三十五章 法定继承 531
第一节 法定继承及其适用范围 531

Page 7



《民法（第六版）》

第二节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 532
第三节 代位继承和转继承 534
第四节 法定应继份 535
第三十六章 遗嘱继承、遗赠和遗赠扶养协议 537
第一节 遗嘱继承和遗嘱自由 537
第二节 遗 嘱 539
第三节 遗嘱的变更、撤销和执行 540
第四节 遗 赠 541
第五节 遗赠扶养协议 542
第三十七章 继承程序 545
第一节 继承的开始 545
第二节 遗产的界定 546
第三节 继承权的接受、放弃和丧失 548
第四节 遗产管理、分割和债务清偿 549
第五节 人继承又人受遗赠的遗产的处理 550
第七编 民事责任
第三十八章 民事责任概述 554
第一节 民事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554
第二节 民事责任与其他法律责任的区别 555
第三节 民事责任的分类 556
第三十九章 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 558
第一节 缔约过失责任 558
第二节 违约责任 560
第四十章 侵权责任 564
第一节 侵权责任概述 565
第二节 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566
第三节 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 568
第四节 免责事由 570
第五节 特殊主体的侵权责任 573
第六节 特殊侵权责任 578
第七节 共同侵权行为 586
第四十一章 民事责任的承担 590
第一节 民事责任竞合概述 590
第二节 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与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竞合 591
第三节 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593
第四节 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的适用 597
参考文献 599

Page 8



《民法（第六版）》

精彩短评

1、考研必过
2、打卡  虽然之前就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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