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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学，ISBN：9787802172678，作者：蔡永民、李功国、贾登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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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21世纪高等教育法学教材之一，民法学是法学的基础性学科之一，源远流长，蕴涵丰厚，本书
作者在尊重西方民法传统的同时，也充分尊重我国的民族传统和新中国建立后的民法实践，以不断发
展的现实生活为根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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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质量速度都不错！

Page 5



《民法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