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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成人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人高等教育具有教育对象广泛、教育功能多元、办学方式灵活开放等特点。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成人高等教育将担负起更加重要的使命。
重视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探求成人高等教育新的发展路径是高度教育发展的必然。
　　山东省教育厅在国内率先提出建设成人高等教育品牌专业的设想，并提出了具体的规划和要求。
2007年11月，烟台大学法学专业获得山东省教育厅批准，启动了“山东省成人高等教育品牌专业建设
”工作，开始全面建设法学成人高等教育品牌专业。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尊重教育发展规律，适应中国法治建设发展
需要，广泛开展成人高等教育。
同时，以建设省内一流成人高等教育法学专业为目标，以提高在职、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的法学
知识、法学应用能力为目的，为社会各行业培养既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技能，又有基本法律素养和知识
的法律专门人才，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建立适合本省成人法学高等教育发展的教学模式。
我们依托法学院国家特色专业、民商法国家教学团队，发挥民法国家精品课优势、省级重点学科优势
、省级人文基地优势、一级学科硕士点优势等有利条件，努力将烟台大学法学专业建成在国内有重大
影响、在山东省具有龙头地位的品牌专业。
本套教材就是根据成人高等教育品牌建设工作的规划，结合成人高等教育的特点，以法学院教师为主
体编写的法学系列教材。
　　为了编写出一套高质量的教材，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调研，以掌握成人高等教育教材的编写要求。
为了保证教材的高质量，我们制定了详细的教材编写规划，对教材编写的格式、体例、语言规范等提
出严格要求，并且责任落实到人。
本套教材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体例统一。
我们对所有教材统一体例，统一格式要求。
第二，突出重点。
为了保证教材内容适合不同的教育对象，我们提出了明确的教学要求，并将内容分为基本原理和扩展
知识，以基本原理为重点内容。
第三，语言简练。
为了适应成人教育的特点，我们明确提出教材内容要简练精确，避免晦涩深奥的理论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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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山东省成人教育重点课题的成果之一，本书的编写工作全部由民法学一线教师组成。
教材内容以现行民事立法为依据，以适度够用为原则，力求为成教学生构建一个简明、清晰的民事法
律制度体系，为他们将来处理具体案件贮备“够用”的理论知识。
同时，教材编写方式尽可能采取“通说”，对民法学的概念、范畴以及制度做适度的阐述，降低了民
法本、专科学生学习的难度。
教材以共识的说法将民法学最本质的内容传授给学生，让他们对民法学理论、方法体系都有“适度”
的了解和把握。
教材以法条为中介，联结理论和实践，明晰法条的构成和效果，并结合案例阐述司法实务上法律论证
的进路。
同时将前沿理论贯彻其中，为学生查找法律漏洞并结合外国立法经验完善立法提供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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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民法是权利法　　现代法治的精神，在于对权利的合理确认和充分保障，而现代民法的构建
正是以权利为基本的逻辑起点，通过权利确认当事人的行为规则。
　　四、民法是行为规范兼裁判规范　　行为规范，是指人的行为准则；裁判规范，是指法院裁判案
件的准则。
在民事活动中，只有遵守民法规范，才受法律的保护；反之，若违反民法规范，则须承担相应的民事
责任。
所以，民法是行为规范。
同时，法院须依照民法的规定裁判民事、经济案件，处理当事人间的民事、经济纠纷，因此，民法又
是裁判规范。
　　五、民法是实体法　　法律有实体法与程序法之分。
民法是规定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因而属于实体法。
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受法律保护，民事主体在其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时，须通过法定程序请求救济
，而规定权利救济程序的民事诉讼法则为程序法。
　　第三节　民法的基本原则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体现市民社会和商品经济的根本要求，贯穿民事
立法、司法、守法始终，具有普遍适用效力和衡平作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准则。
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由法律规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则。
任何人在民事活动中都须遵循民法基本原则，若违反基本原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一、平等原则　　《民法通则》第3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
”该条实际上确认了民法的平等原则。
平等原则是由民法调整对象的性质和调整方法决定的。
因为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就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平等性、赋予当事人平等权利也是民法所特有
的调整方法。
平等原则是民法的最基本的首要原则。
因为民事关系本身就要求当事人地位平等，没有平等也就没有民法。
所以，平等原则也是民法与其他法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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