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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民法精品系列教材”的一部，由杨立新独自撰写。
在总结国内外民法总则教材编写经验的基础上，本教材充分吸收民法总则研究的最新成果，紧密结合
我国民法总则立法和司法实践以及教学的经验教训，全面构建民法总则的理论体系，富有创建性地提
出了民法的基本方法论是民事法律关系学说的主张，并提出了以民事法律关系三要素(即，主体、客体
和内容)为线索，构建民法总则教材的体系结构，将民法总则的理论体系分为民法导论、民事主体论、
民事客体论和民事内容论四编，全面展开民法总则的基本原理和规则的阐释。
　　全书构思新颖，结构完整，逻辑严密，语言简洁、朴实、流畅，把民法总则的基本原理和规则与
司法实践及纠纷处理紧密结合起来，既有民法总则基本知识点的详细阐释，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作为
说明的基础，同时结合了关于人和物的研究的最新理论成果，适合法学院系的教学需要。
本 教材既适合作为法学院系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也适合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办案指导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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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立新，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现
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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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社会环境　　（一）民法社会的客观存在　　民法社会是民事法律关系
存在和运动的社会环境，民事法律关系存在于民法社会之中，运动于民法社会之中。
如果没有民事法律关系的存在和运动，民法社会就是一个虚无的社会；同样，如果民法社会没有为民
事法律关系的存在和运动提供社会环境，民事法律关系也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因此，民法社会与民事法律关系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相互表现的辩证关系。
　　民法社会是客观存在的思想社会，自然社会的所有的人都在民法社会中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存在着
，与其他的人构成各种各样的民事法律关系，并且不停地运动着，推动着民法社会的发展。
　　民法社会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形态，有自己的运动规律，按照自己的运动规律向前发展。
民法揭示民法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使其制定的具体规则和规范更好地反映民法社会的运动规律，对
民法社会的民事利益进行更为妥善的调整。
因此，研究民法和制定民法典不过是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而已。
　　(二）民法社会的范围　　民法社会的基本范围是本国的范围。
这种限制，是法域的限制。
在法律的领域，总是要分为本国法和外国法。
在适用法律上，对本国人适用本国法，对外国人如果需要适用本国法，要有具体的条件，因而涉及国
际私法的问题。
在最早的民法传统中，法律分为市民法和万民法。
只有对本国人才适用市民法，最早限定了民法社会的界限。
因此，民法社会的严格概念，就是本国的民法世界，不能超出本国的范围构建民法社会。
　　在本国的范围内，民法社会也还有一定的法域限制。
在一个国家之中，由于历史的因素，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民法社会。
这虽然不是一个严格的民法社会的界限，但是由于法律习惯和传统的不同，形成的民法规则不同，因
而形成了不同的小的民法社会。
例如，我国香港实行的是普通法，民事活动采用普通法的规则。
我国澳门适用的是葡萄牙法，也形成了一个典型的大陆法系的民法社会。
我国台湾地区适用其本地法，也是一个民法社会。
而我国大陆地区实行社会主义民法，是一个范围广大的民法社会。
在这些不同的法域之中，都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形成了不同的民法社会。
因此，在法律适用中，我国的民法社会形成了不同的区际法律适用问题。
　　(三）民法社会的基本特点　　学习和研究民法，观察民法社会的立足点，要站在民法的立场上对
社会进行观察，需要对自然社会的其他因素进行抽象，只剩下民法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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