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法>>

13位ISBN编号：9787040221107

10位ISBN编号：7040221101

出版时间：2007-7

出版时间：张玉敏、孙鹏、 王洪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07出版)

作者：张玉敏

页数：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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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法>>

前言

作为大学本科教材，本书的任务是帮助学生掌握民法的基本理论、体系和基本制度，养成法学的思维
方式和自学能力，以及适用法律的能力。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本书的编写原则是全面系统、准确简明，兼顾理论性和实用性，既致力于对各项
民事法律制度的内容和立法要旨的阐释，又重视对法律适用问题的分析。
每章后的“法律适用问题”和“复习思考题”就是为实现这一目的的尝试。
本教材的内容包括民法总论、人身权、物权、债权、继承权和侵权行为法六部分。
知识产权法和婚姻家庭法虽然属于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在高等院校的教学计划中，知识
产权法和婚姻家庭法都是独立的课程，有自成体系的教材，所以本书不包括以上两部分内容。
除第一～三章外，本教材各部分的内容按照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内容、主体、客体）和民事法律关
系的变动（法律事实）的逻辑顺序展开。
讲授和学习民法时抓住这个纲，可收纲举目张之功效。
民法学是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部门法学。
同学们在学习时要认真研读本教材，在老师的指导下，努力掌握民法的基本知识。
每章后的“法律适用问题”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帮助学生进一步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以及本章知
识与相关知识之间的联系，同学们要给予充分重视。
案例分析是学习民法的最好的方法，只有通过案例分析，才能真正掌握民法的基本概念以及相关概念
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掌握此制度与彼制度的关系，融会贯通，培养运用民法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复习思考题”部分精选了一些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案例，并给出思考提示，对理解正文内容、训
练法学思维，培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十分重要，是本书教学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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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的内容包括民法总论、人身权、物权、债权、继承权和侵权行为法六部分。
知识产权法和婚姻家庭法虽然属于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在高等院校的教学计划中，知识
产权法和婚姻家庭法都是独立的课程，有自成体系的教材，所以《民法》不包括以上两部分内容。
除第一—三章外，本教材各部分的内容按照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内容、主体、客体）和民事法律关
系的变动（法律事实）的逻辑顺序展开。
讲授和学习民法时抓住这个纲，可收纲举目张之功效。
本教材的适用对象是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本科生、专科生，法律硕士研究生，工商管理和经济管理专业
本科生、研究生。
也可作为法官、律师等法律实务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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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玉敏，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出版个人专著《走过法律》和《继承法律制度研究》，主编《民法》、《知识
产权法学》、《继承法教程》等教材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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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学术论文近40篇，出版《物权公示论——以物权变动为中心》等个人学术专著2部。
王洪，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出版《合同形式研究》等个人学术专著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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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任何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都居于平等的法律地位。
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没有大小之分、高低之分、贵贱之分，任何民事主体都不能凭借其在行政权力
上和经济实力上的优势在民事活动中取得优越于其他民事主体的地位，任何民事主体都只能通过平等
协商的方法设立、变更或终止他们之间的民事关系。
3.任何民事主体在民事领域内享有的权利和负担的义务都应是对等的。
不允许只享有权利而不负担义务的民事主体存在，也不允许只负担义务而不享有民事权利的主体存在
。
当然，这并不是说，民事主体在每一具体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都是一样的，只是强调民事主体在民
事领域中既可以是权利主体，也可以是义务主体，不能对任何民事主体赋予特权，也不能对任何民事
主体加以歧视。
4.任何民事主体依法取得的民事权益都受同等的法律保护。
民法规定的民事权利保护方法和民事责任形式，平等地适用于一切民事主体。
任何民事主体的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民法都要给予相应的保护；任何民事主体非法侵害他人的民事权
益，都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贯彻平等原则应当注意的问题1.树立正确的平等观。
在对平等的理解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实体的平等观和程序的平等观。
实体的平等观认为，无论人的天赋、才能、机遇如何，通过民事活动产生的结果应当是均等的。
程序的平等观认为，只要社会向人们提供了同等的机会，便做到了平等，也就是说，平等仅仅是机会
的均等，而不是结果的均等。
由于民事主体的个体差异性，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获得的利益是存在差异的，民法应承认这种差异
，尊重这种差异。
应当说，实体的平等观的实质为庸俗平均主义，与现代市场经济促进竞争，并通过竞争形成差别的时
代主旋律不相吻合。
但是，在我国，长期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实体平等观还有相当的市场，强调平等为
程序平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不过，也必须注意，实行程序平等的结果，将导致民事主体实体上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且一旦这
种事实上的不平等达到一定程度，会使得程序的平等失去意义。
为了捍卫民法平等原则，就必须抑制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为此，民法通过一些特殊的法律规则对经
济上的弱势群体如劳动者和消费者提供特特殊保护，此外，国家还运用税收调节机制，来缓解这种事
实上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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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基础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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