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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变迁》

前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外国法或西方法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方面的系列丛书可谓
琳琅满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法学部分，1981年）及
“法学译丛”（2004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外国法律文库”（1991年）、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的“当代法学名著译丛”（1990年）及“美国法律文库”（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比较
法学丛书”（1998年）、中国法制出版社的“西方法哲学文库”（2001年）、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比
较法学丛书”（200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世界法学名著译丛”（200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
“外国法与比较法文库”（2008年），等等。然而，在上述众多的系列丛书中，真正冠以“比较法”
字样的丛书还不是很多。的确，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我国也先后出版了诸如：茨威格特和
克茨的《比较法总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勒内·达维德的《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
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梅利曼的《大陆法系》（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大木雅夫的《比较法》（
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比较法方面的经典。但是，出版这些著作大多都是当时一种零星的、偶尔的
出版行为，并非系统策划的比较法系列丛书。众所周知，21世纪的中国已步入法治建设的攻坚阶段。
今后，对于外国法的吸收、借鉴和移植将是我国一项大量的、经常性的任务。要顺利完成这一任务，
离不开发达的比较法研究。而当下我国比较法著作缺乏出版途径的现状已严重制约了比较法研究的繁
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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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变迁》

内容概要

《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变迁》内容简介：拉美民法典编纂运动是19世纪人类法典编纂运动一个不可
分割的组成部分。《智利民法典》、《阿根廷民法典》和《巴西民法典》是拉美国家三大优秀民法典
。拉美国家民法典在体例和内容上有诸多创新，有些方面的先进性超过欧洲。其深受《法国民法典》
影响，在理论渊源、表现形式和具体规定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2002年的《巴西民法典》在大陆
法系国家中首先实现了所有权的生态化，是当今世界上最新的民法典。180多年来，拉美国家的民法典
随着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发展和完善。《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变迁》之研究旨在为我国民
法典的编纂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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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秀渊，1965年11月生，江西省广丰县人。2003年贵州大学民商法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
；2005年2月至2006年1月在澳大利亚的南澳大学学习；2010年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律史专业博士研究
生牛业，获博上学位。现任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南昌仲裁委员会仲裁
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商法和外国法律史。代表性学术成果：参加撰写《外国法制史》（厦门大学
出版社）、《拉丁美洲法律发达史》（法律出版社）、《社会丰义，法律体系研究（194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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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融》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参与国家课题3项、省级课题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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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变迁》

书籍目录

导论　一、研究对象　二、研究意义　三、研究现状　四、研究方法第一章　独立前的拉丁美洲民法
　第一节　拉丁美洲印第安人时期的民事习惯法　　一、拉丁美洲的古代文明　　二、印第安人的民
事习惯法　第二节　拉丁美洲西班牙殖民地民法　　一、西班牙法律简史　　二、拉丁美洲西班牙殖
民地民法　第三节　拉丁美洲葡萄牙殖民地民法　　一、葡萄牙法律简史　　二、拉丁美洲葡萄牙殖
民地的民法　第四节　《七章律》及其对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影响　　一、《七章律》的制定　　
二、《七章律》的渊源　　三、《七章律》的内容　　四、《七章律》对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影响
第二章　独立后拉丁美洲的民法法典化运动　第一节　拉丁美洲民法法典化运动的条件　　一、拉丁
美洲民法法典化运动的经济条件　　二、拉丁美洲民法法典化运动的政治条件　　三、拉丁美洲民法
法典化运动的法律条件　第二节　拉丁美洲的民法法典化运动　　一、继续适用殖民地时代的民法　
　二、拉丁美洲民法法典化运动　第三节　拉丁美洲三大模范民法典的制定　　一、《智利民法典》
的制定　　二、《阿根廷民法典》的制定　　三、《巴西民法典》的制定　第四节　拉丁美洲民法法
典化运动的贡献和意义　　一、拉丁美洲民法法典化运动的贡献　　二、拉丁美洲民法法典化运动的
意义第三章　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原则、渊源、体例和特点　第一节　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原则
和精神　　一、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法律原则　　二、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第
二节　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渊源　　一、罗马法　　二、西班牙和葡萄牙法　　三、《法国民法典
》　　四、其他欧洲民事法律和民法理论　　五、美国的州民法典　第三节　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
体例和结构　　一、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体例和结构　　二、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所采用体例和结
构的原因　　三、《巴西民法典》的体例和结构　第四节　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一致性　　一、拉
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渊源和体例基本相同　　二、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内容基本一致　　三、拉丁
美洲国家民法典编纂和修订的方式类似第四章　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现代化和再法典化第五章　拉
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主要内容评述第六章　拉丁美洲国家商法典的制定及其和民法典的关系第七章　
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发展趋势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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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变迁》

章节摘录

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之后的巴西没有适用1867年的《葡萄牙民法典》。原因有两点：其一，在经过了
数百年的殖民统治后，对幅员广大而且继续实行奴隶制的巴西帝国来说，诞生于葡萄牙专制王朝、内
容模糊不清的《菲利普法令集》显然更符合巴西统治者的利益；其二，《葡萄牙民法典》质量不高，
不具原创性，不值得巴西效法。然而，依据巴西宪法的规定，巴西的统治者没有忽视民法典的制定问
题。在1855年，巴西帝国政府便委托法学家认真收集了巴西和葡萄牙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分类和研
究。这些工作成果在巴西第一部民法典草案中得到了体现，并有助于巴西将来制定的民法典继续延续
葡萄牙的民事法律传统。二、拉丁美洲民法法典化运动“拉丁美洲国家和西半球的国家一起经历了19
世纪初期的法典编纂运动。这场运动开始于法国拿破仑法典的颁布，犹如火花般迅速点燃了刚刚被拿
破仑卖给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从那里，这项运动蔓延到整个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1825年
～1916年拉丁美洲国家民法法典化运动的发生绝不是偶然。首先，借此宣告并稳定其统一和至高无上
的主权，建立民族国家。民法典以民族语言象征统一而唤起认同，可以巩固拉丁美洲国家独立革命的
成果，在民事法律方面变革或消灭旧的统治关系和统治秩序，建立一种新的、稳定的社会根基，完成
了对新社会蓝图的设计和构建；拉丁美洲国家政治上的独立要求实现法律上的独立和统一；拉丁美洲
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在法律上编纂统一的民族法典，结束教会法、地方习惯法、罗马法、行业
法、西班牙国王不同时期颁布的敕令共存的局面，消除法律杂乱、多法并存的局面，统一全国法律，
创立作为中央集权和民族统一象征的民法典，以新法典作为建立其统治秩序和调整社会关系的基础。

Page 6



《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变迁》

后记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修改而成的，在我的导师何勤华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下得以出版。读书
、做课题、写博士论文是我读博士三年期间的主要事情。硕士阶段我是读民商法专业的，硕士毕业后
从事民商法教学和科研，博士阶段转入法律史专业后就面临补课的问题。民商法专业和法律史专业有
很大的不同，民商法主要侧重于具体微观制度的构建，而法律史则着重从宏观的视野探究法律制度的
演变。我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读法律史专业的必读书。尽管如此，我很庆幸我的选择。读了法律
史专业后，尤其是阅读了大量外法史的书籍后我才真正理解了法的精神。在读博士的三年中，除了看
书外，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参与我的导师何勤华教授的课题。做课题使我获得了很大的收获。每做一个
课题，何老师都要多次召集课题组成员开会，不厌其烦地介绍做课题的经验，传授收集资料的方法、
注释的添加和写作的技巧，使我的科研能力有很大的提高。例如，一次开会时，课题组的一位成员提
出某一国家的法学教育情况无法收集到资料，何老师便指出可以通过该国的有关大学网站上的专业、
课程和师资介绍来了解该国的法学教育情况，这也使我茅塞顿开。做课题的压力使得我要去读大量的
书，翻译大量的外文资料，这就夯实了我的科研功底；课题组成员之间的沟通也使我受益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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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变迁》编辑推荐：比较法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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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变迁》

精彩短评

1、这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也是一部难得的关于拉美民法典的书。但我觉得总结性的东西多，个人观
点比较少。

Page 9



《拉丁美洲国家民法典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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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