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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日民商法研究》(第7卷)的主要特色之一在于每卷都将这些讨论的内容原原本本地记录在册，这些
讨论有些比学者提交的论文更能启发人们思考和研究问题的意识，而且在一些大家的发言中还能汲取
到难以在研究论文中得到的宝贵知识。《中日民商法研究》是由中日民商法研究会编辑的系列论文集
，旨在为中日民商法学界、法律实务界之间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中日民商法研究会是一个松散型的
学术组织，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私法中心的外围学术团体。研究会的宗旨是：最广泛地联
络中日两国法学、法实务界人士，通过对中日民商法领域的法学、立法及审判实践中各种问题的比较
研究，促进中国两国民商法学界的学术交流。以期最及时准确地向国内介绍日本民商法学和法实务问
题研究的最新成果，进而为今天中国的民法典制定和日本正在展开的民法修改做出应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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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物权总论中国《物权法》的制定日本民法学者看中国的《物权法》中国《物权法》中物权变动规则概
要中国《物权法》中的物权变动法制孙宪忠对点评的回应对《物权法》制定后《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条
例》修改中一些问第二十节 题的探讨所有权中国《物权法》中的所有权制度——特色及问题 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学者草案的立场与中国《物权法》的规定从日本法看“中国《物权法》中的所有权制度
”——评渠涛报告·陈华彬报告第二十节 渠涛对点评的回应第二十节 陈华彬对点评的回应第二十节 
农村集体土地权利市场化运行趋势的物权法思考第二十节 用益物权第二十节 中国《物权法》上的用
益物权制度第二十节 从日本法看中国《物权法》中的用益物权制度——评陈廷教授的报告陈娃对点评
的回应第二十节 农村集体土地权利市场化运行趋势的物权法思考用益物权第二十节 中国《物权法》
上的用益物权制度第二十节 从日本法看中国《物权法》中的用益权制度——评陈甦教授的报告第二十
节 陈甦以点评的回应担保物权担保物权制度的发展与中国《物权法》讨论一下中国的担保物权制度—
—根据邹海林教授的报告第二十节 邹海林对点评的回应第二十节 集合债权论占有及物权保护中国物
权法中的占有制度和物权保护占有制度和物权的保护——对张广兴教授报告的点评第二十节 张广兴对
点评的回应综合评论中国《物权法》的民法模式和比较法梁慧星对综合评论的回应商法第二十节 合伙
企业的能力与合伙人的责任第二十节 以企业再生为目标的《企业破产法》第二十节 论上市公司收购
与公司社会责任第二十节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若干问题探讨——基于功能均衡的视野附录中日民商法研
究会第六届大会暨纪念东京大学创立l30周年暨东大社科研究所第21届研讨会——中国物权法国际研讨
会议程开幕词中日民商法研究会第六届（2007年）大会会议记录第二十节 本届大会参会人名单第二十
节 日本法律文献的阅读方法第二十节 《中日民商法研究》注释体例（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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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本民法学者看中国的《物权法》二、中国《物权法》受到关注的理由中国物权法为什么在今天的日
本比以往的中国合同法和担保法受到更大的关注，考察其理由对于讨论中国物权法也具有意义。第一
，物权法距《民法通则》（1986年）经过了近21年，距其间通过的《担保法》（1995年）和《合同法
》（1999年）也经过了近10年。其问，日本的中国法专业研究学者的增加和中国留学生的大幅度增加
，是其直接的原因。第二，日本民法学者对外国法的关心不再像以往那样仅限于日本民法典范本的法
国法和德国法，继而开始将视野扩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编纂民法典的亚洲各国。说起日本的民
法学与外国法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以德国的民法和民法学为典范，努力使日本民法体系化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将力量更多地倾注到了对日本民法典原型的法国民法，以及战后对民法
以外领域产生了影响的英美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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