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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按照本套教材编辑部的要求，本次修订在体例和内容上有了较大的变动。
兹说明如下：　　一、按照教材编辑部的要求，在教材的每章结尾，添加本章小结和课后练习题。
对此，本教材在“本章小结”中，对每章的内容都进行了简要的总结，便于师生和读者掌握本章的要
点。
在课后“练习题”中，增加了名词解释题，对关键性的名词作出了界定；增加了案例分析题，精心选
择了典型案例，围绕本章的内容要点设定问题，提出分析提示要点，便于教师和学生更好地掌握本章
的内容。
?　　二、在每章中的关键部分增加参考案例。
全书共选择了60余个典型案例，加以简要的说明，穿插在教材内容之间，使教材的阐释更易于理解和
掌握，便于学生掌握教材的难点和要点。
?　　三、教材内容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进行了部分修订。
例如，将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完全
吸收到了本教材的侵权行为法编中。
?　　四、对教材的内容进行了较大的精简，使本教材更适合于高职高专的学生使用。
精简教材内容的原则是：凡是本教材已经有详细说明的，其他部分就不再重复；凡是本套教材设置专
门课程教材的，本教材不再重复；内容说明过于详细、复杂，不适合高职高专学生阅读掌握的，尽量
简化。
具体的精简内容是：?　　（一）在第四编“债权法”中，原教材有较大部分与《合同法》教材重复。
因此，在修订中将“债的履行”、“债的担保和保全”以及“债的转移和终止”三章删除。
如果需要掌握这一部分的内容，请参阅本套教材的《合同法》一书。
?　　（二）由于身份权属于亲属法的内容，应当在《婚姻法》教材中阐释，因此，将原来的“身份权
”一章删除，相应的，将“人身权法”一编改为“人格权法”。
同时，将原来的“生命健康权”和“其他人格权”两章合并，统一称之为“具体人格权”。
?　　（三）本教材第一编“民法总论”原来有“民事责任”一章，其内容既与本教材的第六编“侵权
行为法”重复，也与《合同法》教材的违约责任相重复，因此，删除了该章。
　　（四）本教材的第三编“物权法”和第六编“侵权行为法”，由于这两部法的立法正在加快进程
，预计2006年初即可通过立法程序，公布实施，因此没有作更大的改动，待该两部法律通过之后，再
进行修订。
?　　本教材内容更为精练、简明，实践性和操作性大大加强，更适合高职高专师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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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民法总论?  第一章　民法及其基本原则?　　  第一节　民法的概念和适用?　　  第二节　民法
基本原则 ??  第二章　民事法律关系?　　  第一节　民事法律关系概述?　　  第二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
要素?　　  第三节　民事法律事实??  第三章　民事主体?　　  第一节　民事主体概述?　　  第二节　自
然人?　　  第三节　法人??  第四章　物?　　  第一节　物的概念和意义?　　  第二节　物的分类?　　  
第三节　货币与有价证券??  第五章　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　　  第一节　民事法律行为概述?　　  第
二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效力?　　  第三节　代理?  第六章　诉讼时效和期限?　　  第一节　诉讼
时效?　　  第二节　期限?第二编　人格权法?  第七章　人格权概述?　　  第一节　人格权的概念和人
格权法律关系?　　  第二节　人格权的权能??  第八章　一般人格权?　　  第一节　一般人格权概述?　
　  第二节　一般人格权的内容和功能??  第九章　具体人格权?　　  第一节　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
权?　　  第二节　姓名权、名称权和肖像权    ?　　  第三节　名誉权、信用权和荣誉权?　　  第四节　
人身自由权、隐私权和性自主权?第三编　物权法  ?  第十章　物权概述?　　  第一节　物权的概念和法
律特征?　　  第二节　物权的分类和效力?　　  第三节　物权的保护??  第十一章　所有权?　　  第一节
　所有权概述?　　  第二节　所有权的取得、行使和消灭?　　  第三节　所有权的主要形式?　　  第四
节　共有?　　  第五节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第六节　相邻关系??  第十二章　用益物权?　　  第一
节　用益物权概述?　　  第二节　传统民法中的用益物权?　　  第三节　我国现行的用益物权??  第十
三章　担保物权?　　  第一节　担保物权概述?　　  第二节　抵押权?　　  第三节　质押权?　　  第四
节　留置权??  第十四章　占有和取得时效?　　  第一节　占有?　　  第二节　取得时效?第四编　债权
法?  第十五章　债权概述?　　  第一节　债权?　　  第二节　债权法??  第十六章　债权的发生和分类?
　　  第一节　债的发生根据?　　  第二节　债的分类?　　  第三节　附条件之债和附期限之债??  第十
七章　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　　  第一节　无因管理 ?　　  第二节　不当得利 ?第五编　继承法?  第十
八章　继承与继承权?　　  第一节　继承制度概述?　　  第二节　遗产范围??  第十九章　法定继承?　
　  第一节　法定继承概述?　　  第二节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继承顺序?　　  第三节　代位继承和转
继承?　　  第四节　遗产的分配原则??  第二十章　遗嘱继承和遗赠?　　  第一节　遗嘱继承?　　  第二
节　遗赠?　　  第三节　遗赠扶养协议??  第二十一章　遗产的处理?　　  第一节　继承的开始?　　  第
二节　继承权的接受、放弃和丧失?　　  第三节　遗产分割和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　　  第四节　无
人继承与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处理?第六编　侵权行为法?  第二十二章　侵权行为和侵权归责原则?　　  
第一节　侵权行为与侵权法?　　  第二节　侵权民事责任?　　  第三节　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第二
十三章　侵权责任构成和抗辩事由?　　  第一节　侵权民事责任构成?　　  第二节　侵权责任的抗辩
事由??  第二十四章　侵权行为与责任形态?　　  第一节　一般侵权行为及其责任形态?　　  第二节　
特殊侵权行为及其责任形态?　　  第三节　共同侵权行为及其责任形态?　　  第四节　与有过失与过
失相抵??  第二十五章　具体侵权行为?　　  第一节　侵害人身权利?　　  第二节　侵害财产权利??  第
二十六章　侵权损害赔偿?　　  第一节　侵权损害赔偿及其规则?　　  第二节　侵权损害赔偿的方法?
　　  第三节　其他民事责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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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序?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度。
在数千年传承不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法、重法的精神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
中国古代虽然被看成是崇尚“礼治”的社会、“人治”的世界，如《礼记·礼运》所说：“圣人之所
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但从《汉经》到《唐律疏议》、
《大清律例》等数十部成文法典的存在，充分说明了成文制定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突出地位，只不
过这些成文法所体现出的精神旨趣与现代法律文明有较大不同而已。
时至20世纪初叶，随着西风东渐，中国社会开始由古代文化文明和传统社会体制向近现代文明过渡，
建立健全的、符合现代理性精神的法律文化体系方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
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在西方和东方各主要国家里，伴随着社会变革的潮起潮落，法律改革运动也一
直呈方兴未艾之势。
?　　法律的进步和法律的完善，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的客观条件和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取决于法学研
究的深入和法律教育的发展。
而法制观念的普及、法治素质的培养则有赖于法学教育和法学人才的培养。
?　　中国古代社会素有法律研究和法学教育的传统。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商鞅、韩非好“刑名之学”。
逮至秦汉，律学滥觞。
秦朝“以吏为师”。
中国传统律学的勃兴始自汉代。
自一代硕儒董仲舒开“引经注律”之先河，律学遂成为一门显学。
南齐崔祖思曰：“汉末治律有家，子孙并世其业，聚徒授课，至数百人。
”(《南齐书·崔祖思传》)东汉以后，律学不限于律文的语义注释和儒经考据，领域拓展至法典名词
术语和编纂体例。
西晋张斐、杜预将中国古代律学发挥到私家注律之空前高度——“张律、杜律”为国家认可，具有法
律效力。
魏晋以后，律家流派纷呈，至唐而集大成。
《唐律疏议》之“疏议”为传统中国律学之完备结晶。
自宋至元，律学渐至衰落，直至清末西方外来法律文化的传入。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肇始于一个世纪以前的清代末年。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开办的天津北洋大学堂，首开法科并招收学生。
是谓“开一代风气之先”，为中国最早的近代法学教育结构。
三年后，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著名领袖、自号“饮冰室主人”的梁启超先生在湖
南《湘报》发表宏文《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号召国人重视法学、发明法学、讲求法学。
数年之后，清政府被迫变法修律、实施“新政”。
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为首的一批有识之士，艰难地在固有体制中运作推行变法修律，同时
不忘培植法治之基——引介法学译著、倡导法学研究、开展法学教育。
20世纪初，中国最早设立的三所大学——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均开设法科或法律学
科目，以期“端正方向、培养通才”。
1906年，应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之奏请，清政府在京师正式设立专门的法律教育机构——京
师法律学堂。
次年，另一所专门法律教育机构——隶属清政府学部的京师法政学堂亦正式开科招生。
　　自清末以降，在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寻求实现民族独立和民主
政治的发展道路。
客观言之，政治社会变迁和长期社会动荡导致了法律建设的荒废、法律文化进步的中断。
建国以来，民主法制建设在艰难中曲折前进。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社会开始从政治阵痛中苏醒，以理性的目光重新审视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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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转换思路进入法治轨道。
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事业迎来了春天。
?　　回顾20年来的法律建设，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首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确立并深入人心。
中国法学界摆脱了“法律虚无主义”和苏联法学模式的消极影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国家
民族的共识。
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一次确认“依法治国”的国家治理
模式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从而为法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和
法律基石。
其次，法学研究不断深入，法律科学渐成体系。
老中青法学家组成一个前后相继、以帮带进的学术群体，基础法学、部门法学和国际法学形成较为成
熟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框架，边缘法学渐次成型。
1997年，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调整原有专业目录，决定从1999年起法学类本科只设一个单一的法学专业
，按一个专业招生，研究生专业目录新定为10个二级学科(含军事法学)，从而使法学学科的布局更加
科学和合理。
同时，确定了法学专业本科教学的14门核心课程，加上其他必修和辅修课程，形成一个传统与更新并
重、基本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教学体系。
再次，法学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层次日趋全面，结构日臻合理。
据初步统计，目前中国有300余所普通高等院校设置了法律院系和法律专业，在校学生达6万余人。
除本科生外，在国内一些重点大学和全国的知名法律院系，法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已成为培养
重点。
高职高专法律教育日益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成为高等法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　　高职高专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和高新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的
重要途径。
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高专教育对于调整教育结构、广开成才之路、促进义务教育
的普及、提高教育整体效益、全面落实教育方针、增进教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具有重要作用。
加强法律教育，除了建设一流的法学院之外，还需要实现多元化模式和拓展多角度的渠道。
高职高专法律教育是高等法学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职高专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应当是培养“基础理论知识适度、技术应用能力强、知识面宽、素质高
的专门人才”。
换言之，即适应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因此，高职高专法律教育的专业设置、办学模式和办学思想都应当主动适应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需要。
高职高专法律教育的落实，对于我国目前法制观念的普及、群体法律意识的提高以及正在进行的司法
制度改革均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　　鉴于高职高专法律教育与高等院校法律本科教育的差异，高职高专法律教育教学科目的设置、教
学体系的安排以及教学层次的选定均体现了培养目标的不同。
但从目前看来，不少高职高专院校法律教育借用法律本科或中专教材，教材建设滞后于高职高专法律
教育的发展需要。
我们编写并出版这套适合高职高专教育的专门教材，期望能够既照顾到高职高专的教学层次，又能满
足“高水准”、“高质量”的要求。
本套教材约请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优秀学者参加，形成颇具实力的学术阵容。
在编写这套教材时，我们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密切关注国内外学术发展
动态，力争使教材基点立足于法学前沿。
为了适应高职高专教学的实际需要，我们将教材定位于“应用性”层次，强调了高职高专法学教育培
养应用能力的特色。
?　　我们期冀，经过组织者、编写者和出版者的不断努力，高职高专法学系列教材能以“高质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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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准、应用性强”的特色满足莘莘学子的求知渴望，为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制建设略尽绵薄之力。
?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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