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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私法自治，又被称为“意思自治”，是近代民法的基本原则。
私法自治根植于近代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反映着个人自由的民法精神体现于民法制度的诸多领域。
《私法自治研究：基于社会变迁的视角》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对于私法自治的内涵进行了阐述。
本质上，私法自治的变迁，反映了人们对于自由理念在社会发展中的认识深化，而这也深刻影响了近
代以来民法的体系和方法。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私法自治既是建构我国民法的价值基础，也是促进我国市民社会进一步发展的
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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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伟，男，1967年生，山东齐河人。
先后在山东大学、复旦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1989）、民商法学硕士（2000）、民商法学博士（2010
），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商法、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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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法律行为制度主要适用于合同关系，是以合同为对象而抽象出来的概念，这与我国合同法
总则详尽的规定发生重复，而且我国没有采纳物权行为概念，因此法律行为适用范围已经比较狭窄。
法律行为是德国法上的概念，也有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并没有采纳这一概念。
而赞成者则认为，法律行为制度已经在我国《民法通则》之中得以初步规定，这一制度设计已经为大
众所接受和认同，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一制度对于法律的适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里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私法自治这一法理念的制度化建设问题。
首先明确的一点就是，对于法律行为制度持否定态度的观点，并非是对私法自治原则持否定观点，这
里蕴涵着一种民法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性问题，也涉及传统与制度设计的关系问题。
这一争论，也从一个侧面上反映了中国民法学的繁荣发展的趋势。
法律行为，制度作为实践私法自治的工具，本身既是法律科学的技术表现，也是一种民法文化的表现
。
不可否认，法律行为的制度化安排已经成为我国民法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忽视这一点，就如
同忽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于中国民法的影响一样，是一种无视历史的做法。
此外，重视传统，也并非就是否认创新意识，但是创新也同样须立足于传统和合理借鉴的基础上。
法律行为制度在民法典应当有设置的必要。
自我国《民法通则》实施以来，对于法律行为制度的界定和设计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诸多误区，正
本必须先要清源，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而需要反复重申的就是法律行为制度设计乃是实现个人自由和私法自治的工具。
 《德国民法典》首次全面系统地确立了法律行为制度以后，日本、希腊及旧中国的民法典都继受了这
一制度。
1922年、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也采纳了这一制度设计，并对我国1986年的《民法通则》产生了重大影
响。
其中，在我国《民法通则》的法律行为制度设计中，在法律行为前面加以“民事”一词的限定，这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后来出现所谓的“行政法律行为”等诸如此类的误用。
在《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规定中，明确法律行为必须是合法行为，而对于那些无效或者可撤销的法
律行为，在体系上无法加以安排，因而只能在民事法律行为之上再抽象出来一个上位概念，称之为民
事行为，以容纳无效、可撤销、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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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私法自治研究:基于社会变迁的视角》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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