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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学》

内容概要

主编简介
江平，1930年生，浙江宁波人。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
为比利时根特大学名誉法学博士。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七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七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秘鲁天主教大学名誉法
学教授，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中国国
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顾问、仲裁员，专家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
法院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主持《信托法》、《海商法》的起草工作，
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著作权法》、《公司法》、《行政诉
讼法》、《国家赔偿法》、《证券法》等多项法律的主要起草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专家起草组组长，《民法典》起草负责
人。多次到比利时根特大学、香港大学、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日
本青山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讲学。主
持编写的著作有：《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西方国家民商法概
要》、《罗马法基础》、《民法教程》、《公司法教程》、《法人制度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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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第一编 民法概论
第一章 民法的概念与性质
第一节 民法的语源及含义
一、民法的语源
二、民法的含义
三、作为民法学研究对象的民法
第二节 民法的构成要素
一、民法规则
二、民法原则
三、民法概念
第三节 民法的体系
一、民法的演进过程也是民法日益体系化的过程
二、欧洲大陆国家近现代民法建立的体系
三、我国民法的体系
四、民法体系化的促成因素及民法体系化的意义
第四节 民法的渊源
一、民法渊源概述
二、民法的直接渊源：制定法
三、民法的间接渊源：习惯与法理
第五节 民法的调整对象
一、民事关系
二、民事财产关系
三、民事人身关系
第六节 民法的调整方法
一、法律调整的概念
二、法律调整的一般方法
三、民法在法律调整方法上的特点
第七节 民法的性质
一、民法为私法
二、民法为权利法
三、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第八节 民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关系
一、民法与公法中相关法律部门的关系
二、民法与私法中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
第二章 民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民法基本原则概述
一、民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和特征
二、民法基本原则的功能
第二节 民法各基本原则
一、平等原则
二、诚实信用原则
三、公平原则
四、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第三章 民事法律关系
第一节 民事法律关系概述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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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第二节 民事权利
一、民事权利的概念和内容
二、民事权利的分类
三、民事权利的行使
四、民事权利的保护
第三节 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
一、民事义务
二、民事责任
第二编 民事主体
第四章 自然人
第一节 导言
一、自然人的含义
二、公民与自然人
第二节 自然人的民事能力
一、民事权利能力
二、民事行为能力
第三节 自然人的住所
一、住所的概念
二、住所的意义
三、住所的确定
第四节 监护
一、监护的概念
二、设置监护制度的目的
三、监护的性质
四、监护人的职责
五、监护的设定
六、监护关系的开始、变更和终止
第五节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一、宣告失踪
二、宣告死亡
第六节 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
一、个体工商户
二、农村承包经营户
三、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财产责任
第五章 法人
第一节 法人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一、法人概念的起源
二、法人的概念和特征
三、法人的构成要件
第二节 法人的本质
一、法人拟制说
二、法人否认说
三、法人实在说
第三节 法人的类型
一、大陆法系国家对法人的主要分类
二、英美法系国家对法人的主要分类
三、我国民法对法人的分类
第四节 法人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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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人的“设立”与“成立”
二、法人成立的条件
第五节 法人的民事能力
一、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二、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三、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
第六节 法人的变更和终止
一、法人的变更
二、法人的终止
第七节 法人的民事责任
一、法人对其法定代表人及其他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二、法人对其自己的民事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三、法人变更和终止时的民事责任的承担
四、法人应对其分支机构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
第六章 非法人组织
第一节 非法人组织概述
一、非法人组织的概念
二、非法人组织的法律特征
三、非法人组织的法律地位
第二节 合伙组织
一、合伙组织的法律地位
二、合伙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三、合伙的分类
四、合伙组织的成立
五、合伙的民事责任
第三编 民事法律事实
第七章 民事法律事实概述
第一节 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和特征
一、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
二、民事法律事实的特征
三、民事法律事实的后果
四、民事法律事实构成
第二节 民事法律事实的分类
一、事件
二、行为
第三节 民事法律事实的意义
一、民事法律事实在民法规范中的地位
二、民事法律事实在实现民法调整功能中的作用
三、民事法律事实理论对民事司法实践的意义
第八章 民事法律行为
第一节 民事法律行为概述
一、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
二、民事法律行为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第二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一、单方民事法律行为与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二、有偿民事法律行为和无偿民事法律行为
三、诺成性民事法律行为与实践性民事法律行为
四、要式民事法律行为和不要式民事法律行为
五、主民事法律行为和从民事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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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独立民事法律行为和辅助民事法律行为
七、有因民事法律行为和无因民事法律行为
八、财产民事法律行为和身份民事法律行为
九、财产处分民事法律行为和财产负担民事法律行为
十、生前民事法律行为和死因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节 民事法律行为构成
一、民事法律行为构成的概念
二、意思表示
三、其他事实要素
四、合法要素
第四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
一、民事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概述
二、民事行为的成立要件
三、民事行为的有效要件
第五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附条件与附期限
一、民事法律行为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意义和性质
二、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三、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六节 民事行为的效力状态
一、概念
二、民事行为的确定无效
三、民事行为的可变更和可撤销
四、民事行为的效力未定
五、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可变更、可撤销与民事行为效力未定的区别
六、民事行为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
第九章 时效和期间期日
第一节 时效制度概述
一、时效的概念及构成
二、时效的性质
三、时效制度的作用
四、时效的种类
五、时效制度的沿革及立法例
第二节 取得时效
一、取得时效的概念和特征
二、取得时效的适用范围
三、我国民法应否建立取得时效制度
四、取得时效的要件
五、取得时效的效力
六、取得时效的中断
第三节 诉讼时效
一、诉讼时效的概念和特征
二、诉讼时效的种类和权利最长保护期限
三、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四、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
五、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和延长
六、诉讼时效完成的效力
第四节 期日和期间
一、期日、期间的概念
二、期日和期间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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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日、期间的民事法律意义
四、期日、期间的确定和计算
第四编 代理
第十章 代理概述
第一节 代理的概念和特征
一、代理的概念
二、代理的特征
三、代理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第二节 代理的产生、发展和意义
一、代理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二、代理制度的意义
第三节 代理的适用范围
一、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代理范围
二、不适用代理的行为
三、其他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的代理
第四节 代理的分类和种类
一、代理的分类
二、代理的种类
第十一章 代理法律关系
第一节 代理法律关系概述
一、代理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征
二、与代理法律关系相关的法律关系
第二节 代理法律关系的内容
一、代理人的代理权和代理义务
二、被代理人的权利义务
三、第三人的权利义务
第三节 代理权
一、代理权的概念和性质
二、代理权的产生
三、代理权的终止
第四节 代理权的行使和代理行为
一、代理权行使的概念和性质
二、代理权行使的原则
三、代理行为
第十二章 无权代理和表见代理
第一节 无权代理
一、无权代理的概念和特征
二、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
第二节 表见代理
一、表见代理的概念、特征和构成
二、误信表见代理权的事由和表见代理的效力
第五编 人身权
第十三章 人身权概述
第十四章 人格权
第一节 生命权
一、生命权的概念
二、生命权的主体
三、生命权的客体
四、生命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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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健康权
一、健康和健康权的概念
二、健康权的客体
三、健康权的内容
第三节 身体权
一、身体权的概念
二、身体权的客体
三、身体权的内容
四、身体权为独立的人格权
第四节 人身自由权
一、人身自由权的概念
二、人身自由权的客体
三、人身自由权的内容
四、侵犯人身自由权的主要表现
第五节 婚姻自主权
一、婚姻自主权的概念
二、婚姻自主权的客体
三、婚姻自主权的内容
第六节 姓名权
一、姓名和姓名权的概念
二、姓名权的客体
三、姓名权的内容
四、姓名权的限制
第七节 名称权
一、名称和名称权的概念
二、名称权的主体
三、名称权的客体
四、名称权的内容
第八节 肖像权
一、肖像和肖像权的概念
二、肖像权的客体
三、肖像权的内容
四、肖像权的限制
五、肖像作品中的权利关系
第九节 名誉权
一、名誉和名誉权的概念
二、名誉权的客体
三、名誉权的内容
第十节 隐私权
一、隐私和隐私权的概念
二、隐私权的客体
三、隐私权的内容
四、隐私权和知情权的关系
五、公务人员和公众人物的隐私范围
第十一节 荣誉权
一、荣誉和荣誉权的概念
二、荣誉权的客体
三、荣誉权的内容
第十五章 身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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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配偶权
一、配偶权的概念
二、配偶权的客体
三、配偶权的内容
第二节 亲权
一、亲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亲权的客体
三、亲权的内容
四、亲权的终止和中止
第三节 亲属权
一、亲属和亲属权的概念
二、亲属权的客体
三、亲属权的内容
第六编 物权
第十六章 物权总论
第一节 物权与物权法
一、物权
二、物权法
第二节 物权的分类体系
一、民法典上的物权分类体系
二、学理上的物权分类体系
三、我国的物权分类体系
第三节 物权的效力
一、排他效力
二、优先效力
三、追及效力
四、物上请求权效力
第四节 物权的变动
一、物权变动概述
二、物权变动的原因
三、物权变动的原因――物权行为
第五节 物权变动的公示与公信原则
一、物权公示原则
二、物权公信原则
第六节 物权的民法保护
一、请求确认物权
二、请求排除妨碍
三、请求恢复原状
四、请求返还原物
五、请求赔偿损失
第十七章 所有权
第一节 所有权概述
一、所有权的概念
二、所有权的特征
三、所有权与所有制的关系及其社会作用
第二节 所有权的权能
一、所有权的积极权能
二、所有权的消极权能
第三节 所有权权能行使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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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不动产所有权
一、土地所有权
二、房屋所有权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三、不动产相邻关系
第六节 动产所有权
一、善意取得
二、先占
三、遗失物的拾得
四、埋藏物的发现
五、添附
六、时效取得
七、货币所有权
第七节 共有
一、共有的概述
二、按份共有
三、共同共有
四、共有财产的分割
五、准共有
第十八章 用益物权
第一节 用益物权概述
一、用益物权的产生与特性
二、用益物权的种类及其发展
第二节 承包经营权
一、承包经营权概述
二、承包经营权的内容
第三节 使用权
一、使用权的概念
二、使用权的性质
三、使用权的分类和几种形式
第四节 宅基地使用权
一、宅基地使用权的概念和特征
二、宅基地使用权的内容及其行使
第五节 传统用益物权制度与我国民事立法
一、地上权
二、地役权与相邻关系
三、永佃权
第十九章 担保物权
第一节 担保物权概述
一、担保物权的概念与特征
二、担保物权的种类
三、反担保
四、担保物权的价值功能
第二节 抵押权
一、抵押权概述
二、抵押权的设立
三、抵押权登记
四、抵押权的效力及其范围
五、抵押权的实现
六、抵押权的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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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最高额抵押
第三节 质权
一、质权概述
二、动产质押
三、权利质押
四、转质权
第四节 留置权
一、留置权概述
二、留置权的成立条件
三、留置权的效力
四、留置权的实现
五、留置权的消灭
第二十章 占有
第一节 占有制度概述
一、占有的概念
二、占有的社会作用
三、占有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第二节 占有的分类
一、有权占有与无权占有
二、无权占有中的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
三、自主占有与他主占有
四、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
五、自己占有与辅助占有
六、公然占有与隐秘占有
七、单独占有与共同占有
八、准占有
第三节 占有的发生与消灭
一、占有的发生
二、占有的消灭
第四节 占有的效力及其保护
一、占有的效力
二、占有的保护
第七编 债法总论
第二十一章 债的一般原理
第一节 债的概念与实质
一、债的意义
二、债的本质
三、债的要素
第二节 债的分类
一、依债之发生的原因所作的分类
二、以债的主体为标准所作的分类
三、依债的标的所作的分类
四、依债的执行力为标准所作的分类
五、依据两个债之间的关系为标准所作的分类
第三节 债的效力
一、概说
二、债权的效力
三、债务的效力
四、违反债务履行义务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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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债的移转
第一节 一般概述
第二节 债权让与
一、债权让与的概念
二、债权让与的根据（原因）
三、债权让与的限制
四、债权让与的效力
第三节 债务承担
一、债务承担概说
二、债务承担的构成要件
三、债务承担的法律效力
第四节 债权债务的概括承受
一、合同承受
二、企业合并
第二十三章 债的担保与保全
第一节 债的担保
一、债的担保的一般概述
二、保证
三、定金
第二节 债的保全
一、债的保全的概述
二、债权人的代位权
第二十四章 债的消灭
第一节 债之消灭的一般概述
一、债的消灭的概念
二、债之消灭的原因
三、债之消灭的一般效力
第二节 债的消灭的一般原因
一、清偿
二、提存
三、抵消
四、免除
五、混同
第八编 合同之债
第二十五章 合同与合同法的一般概述
第一节 合同概述
一、合同的概念
二、准契约
三、合同的特征
第二节 合同的分类
一、大陆法系对合同的分类
二、英美法系国家对合同的分类
第三节 合同法在私法体系中的地位
一、合同是产生私法上权利义务的最重要的依据
二、保护交易进而促进实现私法上的目标
三、最大限度地增加经济价值
第二十六章 合同的订立、成立与生效
第一节 合同订立的原则
一、契约自由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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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
三、契约自由原则的困惑
第二节 合同订立的一般程序――要约与承诺
一、要约
二、承诺
第三节 合同订立的几种特殊方式
一、招标投标方式
二、交叉要约
三、拍卖
四、带有标价的商品陈列
五、商品价目表
六、一般广告
七、悬赏广告
八、公共事业
九、意思实现
第四节 合同的成立
一、契约成立的性质
二、契约成立的要件
三、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
第五节 合同的生效
一、概述
二、合同的生效要件
第二十七章 格式合同及其规制
第一节 定式合同概说
一、定式合同的概念
二、定式合同的经济基础和理论基础
三、对定式合同的经济基础和理论基础的思考
第二节 对定式合同的规则（一）――法理基础
一、定式合同对契约自由的背离
二、定式合同与契约正义的冲突
三、不公平条款的表现形式
第三节 定式合同的规制（二）――立法规制
一、民事一般法的法的规制
二、特别法上的规制
第四节 对定式合同的规制（三）――司法规制
一、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规制
二、英美法上的司法规制
第五节 我国对定式合同的规制体系
一、合同法颁布前我国对定式合同的规制体系的基本框架
二、我国新合同法对定式合同规制的方法及规则
三、小结
第二十八章 合同解释
第一节 合同解释概述
一、契约解释的客观基础
二、契约解释的性质
三、合同解释的目的和对象
第二节 合同解释的原则
一、主观解释规则
二、客观解释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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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体解释规则
四、目的解释规则
五、公平解释规则
六、习惯与交易前例解释
七、诚信解释规则
第二十九章 合同履行
第一节 合同履行的一般概述
第二节 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
一、情事变更抗辩权
二、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
第三十章 违约及其救济
第一节 违约的一般概述
一、违约的概念
二、违约形态
第二节 违约救济
一、实际履行
二、合同解除
三、损害赔偿
第三十一章 几种主要的有名合同
第一节 买卖合同
一、买卖合同概述
二、买卖合同的效力
三、特种买卖合同
第二节 赠与合同
一、赠与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二、赠与合同的效力
三、赠与合同的撤销
四、附负担的赠与
第三节 租赁合同
一、租赁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二、租赁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三、房屋租赁合同的特殊规定
四、融资租赁合同
第四节 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合同
一、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合同的概念
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合同
三、农村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合同
第五节 承揽合同
一、承揽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二、承揽合同的种类
三、承揽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承揽合同中的风险负担
第六节 委托合同
一、委托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二、委托合同与类似概念的区别
三、委托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四、委托合同的终止
第七节 运输合同
一、运输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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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客运输合同
三、货物运输合同
第八节 行纪合同
一、行纪合同的概念与特征
二、行纪合同当事人双方的主要权利义务
第九节 居间合同
一、居间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二、居间合同与委托合同、行纪合同的区别
三、居间人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节 承包经营合同
一、企业承包经营合同
二、农村承包经营合同
第九编 非合同之债
第三十二章 无因管理之债
第一节 无因管理之债的一般概述
一、无因管理的概念
二、无因管理的性质
三、无因管理的基本类型
第二节 真正的无因管理
第三节 不真正的无因管理
一、概念
二、类型及法律后果
第三十三章 不当得利之债
第一节 不当得利概述
一、不当得利的概念
二、不当得利的成立
第二节 不当得利的基本类型
一、因给付产生的不当得利
二、因给付以外的原因所生的不当得利
第三节 不当得利的效力及与其他请求权的关系
一、不当得利的效力
二、不当得利请求权与相关请求权的关系
第三十四章 侵权行为之债
第一节 侵权行为法概述
一、侵权行为的概念
二、侵权制度与合同制度的区别
三、侵权行为制度的规范功能
第二节 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及其历史发展
一、结果责任原则
二、过错责任原则
三、过错推定原则
四、不问过错责任原则
第二节 侵权行为法的现状
一、侵权法归责原则的现状
二、侵权行为法的危机
第三节 一般侵权行为
一、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概说
二、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第四节 特殊侵权行为

Page 16



《民法学》

一、公务侵权行为
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
三、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
四、地面施工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
五、建筑物或其他物件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
六、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
七、被监护人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
八、产品责任
第五节 抗辩事由
一、抗辩事由概述
二、各种抗辩事由
第六节 损害赔偿
一、损害赔偿概述
二、对财产的侵害
三、对人身损害的赔偿
四、精神损害
第十编 继承权
第三十五章 继承制度概述
第一节 继承
一、继承的概念
二、我国继承制度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继承权
一、继承权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二、继承权的发生根据
三、继承权的丧失
四、继承权的放弃
五、继承权的恢复
第三十六章 法定继承
第一节 法定继承的概述
一、法定继承的概念
二、法定继承的适用范围
第二节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继承顺序
一、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二、法定继承人的顺序
第三节 代位继承与转继承
一、代位继承的概念与特征
二、转继承
三、代位继承与转继承的区别
第三十七章 遗嘱继承与遗赠
第一节 遗嘱概述
一、遗嘱的概念和特征
二、遗嘱的形式
三、遗嘱的内容
四、遗嘱的有效条件
五、遗嘱的变更、撤销和执行
第二节 遗嘱继承
一、遗嘱继承的概念
二、遗嘱继承制度的历史发展
三、关于遗嘱自由原则及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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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遗嘱继承中的几个问题
第三节 遗赠
一、遗赠的概念和特征
二、遗赠与遗嘱继承的区别
三、遗赠与生前赠与的区别
第三十八章 继承的开始与遗产的处理
第一节 继承的开始
一、继承开始的时间
二、继承开始的地点
第二节 遗产
一、遗产的概念和特征
二、遗产的范围
三、遗产的分割
第三节 对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
一、概括继承原则与限定继承原则
二、对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
三、实践中对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四节 遗赠扶养协议
一、遗赠扶养协议的概念和特征
二、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
三、遗赠扶养协议与遗赠的区别
第五节“五保户”遗产与无人继承遗产的处理
一、“五保户”遗产的处理
二、无人继承遗产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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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周一定要读完
2、发货速度还行，可是等我收到时已经是1个月之后了。
3、我学的最认真的一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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