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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又是时间四分五裂的时代，这就形成了无限的知识与有限的时间之间的矛盾
。
其实这也是人生的矛盾，求知的本性与短促的人生的矛盾，这一矛盾深深地困扰着人类。
解决这一矛盾的努力无非有两种。
第一种是充分利用时间。
但会受到人的生理因素的制约，加上人生必要时间的支付，即使再充分利用时间，每人每天也只有24
小时，因而这种努力未必真正有效。
看来比较有效的是第二种，即对爆炸的知识进行甄别、挑选，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众所周知，著作虽多，但真正有永久价值的经典之作总是少数。
择善而从，是人生的原则，自然也是读书求知的原则。
读书求知的有效方法是取精用宏、含英咀华，读精品之作、经典之作。
经典著作是知识的浓缩、思想的精华，读经典著作是纲举目张、事半功倍，恰似“与君一席谈，胜读
十年书”，可以说，不读经典著作就谈不上真正的读书求知。
法治是治国安邦的大政国是，是全球大势和时代主题，也是人类智慧聚焦之所在。
在步入法治社会的当代中国，法学日益成为一门显学，每年发表的法学作品数以万计。
法律是时代精神精华的确认，法治是时代精神精华的贯彻，法学是时代精神精华的写照。
法学必须是精华，只有精华才配称为法学，只有法学经典著作才是值得供人解读的真正的法学文本。
人们希望快捷地找到其中那些真正有价值、有影响、堪称经典的作品。
编选《中国法学精萃》系列丛书即是出于此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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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法学精萃（2004年卷），ISBN：9787040159356，作者：法苑精萃编辑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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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总则关于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的几个问题松散式、汇编式的民法典不适合中国国情曹治国守
成与创新——对制定我国民法典的几点看法论请求权的性质与体系——未来我国民法典中的请求权债
法总则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兼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定位许中缘论私法自治与我国
民法典——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4条的规定民法典的形式理性第二部 分特权法论
信赖规则的逻辑结构物权法定主义：在自由与强制之间准物权的理论问题所有权保留买卖——买受人
期待权之本质物上请求权与物权的民法保护机制论基于他物权的物权请求权蓝邓骏居住权的源流及其
立法的理性思考大学物权立法课题组关于《民法草案·物权法编》制定若干问题的意见吕杰创设预告
登记制度的几个问题第三部分 债权法非财产性损害的契约性救济及其正当性——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
的二元制体系下的边际案例救济违约金的理论问题——以《合同法》第114条为中心的解释论不安抗辩
权的效力与适用范围债权让与制度中的利益衡量和逻辑贯彻——以双重让与为主要分析对象论债权让
与契约与债务人保护原则无权处分辨——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解释与适用违法转租与无权处
分、不当得利第四部分 知识产权财产的非物质化革命与革命的非物质财产法知识财产权解析知识产权
的正当性——论知识产权法中的对价与衡平知识产权的私权与人权属性——以《知识产权协议》与《
世界人权公约》为对象信息共享与知识产权专有侵权责任、损害赔偿责任与知识产权保护民法草案与
知识产权篇的专家建议稿知识产权立法体例与民法典编纂中美知识产权制度比较研究第五部分 人格权
人格权制度在中国民法典中的地位论人格权的本质——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袁雪石论
人格权请求权涂文论人体器官移植的现代民法理论基础第六部分 婚姻家庭法现行婚姻法的不足与民法
典立法对策夏吟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之我见第七部分 侵权行为法论侵权行为一般化和类型化及
其我国侵权行为法立法模式选择侵权法事实自证制度研究雷涌泉人身损害赔偿若干疑难问题研究103年
度全国主要报刊民法学论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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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依照科学的、完备的体系所构建的民法典有助于民法规范的遵守与适用。
一方面，民法的法典化可以为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适用民法提供极大的便利，民法典之所以不同于
判例法，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适用的方便性。
另一方面，体系化也将促使法律工作者在适用民法之时形成体系化的思维观念，体系化要求我们去掌
握体系化的民事法律规范，例如关于债的请求权的确立之时，应当考虑债的请求权体系，并在此基础
上才能使我们用一种体系的观念来适用法律。
例如在分析具体案件中原告人享有何种请求权时，应当首先判断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有合同关系，然
后才能考虑是否存在无因管理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最后才判断是否存在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因此体系化可以促使法律工作者用体系化的观念分析解决个案，从全方位的角度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纠
纷。
第五，体系化有助于通过保证民事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生活关系的稳定性及人们在
社会生活中的可预期性。
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黄茂荣教授所言，法的体系不但可以提高法之“可综览性”，从而提高其适用
上之“实用性”，而且可以提高裁判上之“可预见性”，从而提高“法之安定性”，只要由之所构成
的体系“圆满无缺”，则光凭逻辑的运作便能圆满解答每个法律问题。
②民法典的体系化就是要将市民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规则抽象出来，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通过此种
体系的安排使其成为稳定的规则，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不因国家的某项政策而随意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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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法学精萃(2004年卷)》具有年鉴的作用，可供图书馆、资料室收藏，具有学习和考试指导的
作用，可供法律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准，备考研的人士阅读参考，具有教研资料的作用，
为法学教研人员床头案前之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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