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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拥有自己的文库，打造学术品牌，在科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烟台大学法律人推出了《三元
法学文丛》。
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文丛何以得名？
盖因烟大校园中心有一湖，名日“三元湖”。
“三元”者含义有三：一者古有连中三元之说；二者，烟大为地方出资，北大、清华援建而成；三者
湖面一分为三。
三元湖中，三个圆形湖面，心心相连；湖心有岛，湖上横跨小桥，四周翠柳环绕。
春来鸟语花香，闲观鱼翔浅底；冬去冰雪沉卧，平增学子嬉戏。
聆听着湖畔钟楼里催人振奋的钟声，徜徉于石道上感受着扑面而来的杨柳风，感受到的是远离尘嚣的
寂静，读懂的绝对不止湖边图书馆内的老书。
　　不知不觉中，始建于1984年的烟大法学专业，已走过了23个年头。
期间，三元湖见证了烟大法学的风雨历程，分享着烟大法律人的喜悦和失意；见证着办学规模由起初
的不足百人而至今天的上千人，送走了一批批朝气蓬勃的学子；见证着法律系办公室由寥寥数间发展
到拥有独立庭院的法学楼，期待着法学院的日新月异。
变幻的是时空，但不变的是烟大法律人对法学的忠诚和毅力。
三元湖可以作证！
　　三元湖懂得感恩，三元湖水或涌于地下，或来自天上，涓涓溪流滋养着她、滂沱大雨浇灌着她，
三元湖用她的一泓清水感谢着天地。
三元湖也用她自己建起一座友谊的丰碑，记载下了北大、清华、烟台市及各方力量在创办烟大、建设
烟大的丰功伟绩。
三元湖畔的法律人广交四海俊杰、贤达，他们的进步凝聚着朋友的心血。
他们的劳动成果又怎能不刻上三元湖的名字，藉此公告世人、报恩于世人？
　　三元湖是俊秀的，但她懂得领略东门外一望无际的黄海；三元湖是安静的，但她能够听到大海的
奔腾不息。
俊秀的、安静的三元湖在告诫烟大法律人不要在湖光山色中沉醉，不应在春风细雨中沾沾自喜。
《三元法学文丛》是我们身后的路标，它告诉我们前方还有远远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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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物权及其变动模式的应然发展脉络为参照系，对德国法系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成因进行了
多维剖析，首次系统地提出了“从绝对物权到相对物权的变迁”、“应然意义上的物权行为”、“以
多元公示方式为基础的善意取得”等物权变动领域的创新性命题，对困扰学界多年的物权变动理论进
行了创新性的分析，推进和深化了物权变动模式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为我国未来民法典上的物权变
动模式选择提出了立法建议。
    本书适合从事民法理论教学研究者、研究生以及司法实务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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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物权变动模式的一般理论　　在民法理论视野中，“物权变动”理论作为一个被反复甚至
重复研究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已经出现了“疲倦”现象，以至于不少学者面对这一问题时，不禁发出
这样的感叹：该说的都已经说了，不该说的也已经说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将其列入研究视野，似乎并非一种明智之举。
　　毫无疑问，翻阅已有的研究成果，重复性资料似乎构成了已有知识体系的主要部分。
但另外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相关理论的高度重复叙说，似乎并没有为理论的推进提供有效的认识，相
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颁布从而理论的探讨获得一个短暂的停歇
时，反观在这一问题研究上所走过的历程却可以发现一些难以置信的现象：即使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上，我们仍然存在重大的认知缺陷和漏洞。
例如，在现有的物权变动理论和立法引导下，不动产物权和动产物权的变动规则日益分裂。
对于前者，强制登记制度的约束使其变动规则刚性有余，而于后者，“善意取得”规则适用的日渐普
遍则使动产（甚至包括那些适用登记规则的动产）物权变动规则愈显灵活。
进一步的考察还可以发现，这种制度分裂现象甚至在不动产领域内部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不动
产物权变动原则上适用形式主义，而在用益物权体系中，部分物权变动规则也表现为对抗主义（这种
现象在更早一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解释》中也有表现），那么，作为具有普适性的物权变动
规则在具体实践中的这种交错现象如何解释？
　　又如，作为对抗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制度表述（所谓对抗主义其比较完全的展开性表述通常为“
非经交付或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善意”规则意味着一种物权变动规则，但在形式主
义模式下，善意取得不仅通常局限于动产，而且在制度体系设计上属于“动产物权的特殊取得方式”
，而在作为形式主义典型反映的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表述中，也存在“善意”的闪烁其词的表述，这
表明，对于善意取得与物权变动模式之问的关系，至少目前还缺乏深度的统一认识。
　　再如，物权变动模式目前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而实际上，从逻辑源头上看，当下
形式主义模式在最根本意义上取决于我们对物权绝对观的理解，那么，物权变动模式和物权之间究竟
是何种关系？
有关物权本身的研究是否已经充分？
当下的物权绝对性理论是否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
指向物权观念的历史考察和比较研究对于物权变动模式理论具有何种意义？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物权变动的模式原理与制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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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