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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发明创造层出不穷，知识更新日趋频繁，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已经
成为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8％迅速增长到2008年的23.3％，已
经进入到大众化的发展阶段，这其中高等继续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高等继续教育作为“传统学校教育向终身教育发展的一种新型教育制度”，对实现“形成全民
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宏伟目标，发挥着其他教育形式不可替代
的作用。
目前，我国高等继续教育的发展规模已占全国高等教育的一半左右，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传统
产业部门的改造以及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各种岗位上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需要通过边工作边学习
来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以适应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要求。
可见，我国高等继续教育的发展，既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又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我国的高等继续教育要抓住机遇发展，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这涉及多方面的工作，但抓好教材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和中心环节。
众所周知，高等继续教育的培养对象主要是已经走上各种生产或工作岗位的从业人员，这就决定了高
等继续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能适应新世纪社会发展要求的动手能力强、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因此，高等继续教育教材的编写“要本着学用结合的原则，重视从业人员的知识更新，提高广大从业
人员的思想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体现出高等继续教育的针对性、实用性和职业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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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紧密结合我国民法的立法和司法实际，从高等继续教育的具体需要出发，总结民法成人继续教育
教学的规律和特点．借鉴各类民法教材编写经验，全面吸收国内外民法研究的最新成果，融合作者切
身的法学研究，司法实践和自学法学的体会，突出服务于继续教育改革的宗旨，重新设计民法学教材
的体例、体系和知识点。
内容阐述详略适当，使民法学的结构完整、逻辑关系清晰、阐释层次分明、语言言简义明，知识点阐
释充分，重点问题说明详尽。
特别是对民法研究和司法实践中的一些重大、疑难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说明。
本教材突出了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结合，适合作为高等继续教育的教材，也适合司法机关及司法行政部
门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以及法律工作者等人员作为办案的参考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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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不安抗辩权的意义《合同法》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吸取国外立法的经验，
认识到在产生期前履约危险的情况下，如仍强迫负先为给付义务一方履行义务，则有悖公平原则，尽
管法律规定有违约责任制度，但诉讼或仲裁程序较为复杂，且陷负先为给付义务一方于不利地位，因
此，在未造成实际违约前赋予负先为给付一方当事人以不安抗辩权，是较为理想的制度。
故在《合同法》条文中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制度。
依不安抗辩权制度，在后履行一方当事人财产状况恶化时，应先履行一方当事人可以主张不安抗辩权
，在对方未履行对待给付或提供担保前，中止自己债务的履行。
在对方提供担保之后，不安抗辩权即归于消灭。
这样就补充了立法的缺陷，满足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三）不安抗辩权的发生1.合同所确立的债务合法有效所有的抗辩权都是发生于合同法律效果的基础
之上，没有生效的合同，不发生合同的法律约束力，当然不发生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
不安抗辩权是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之一，同样遵循这样的规则。
不安抗辩权只能发生在有效合同的债务履行之中。
对于无效的合同债务，不发生合同的法律效果，对当事人没有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因此不产生不安
抗辩权。
2.双方当事人因同一双务合同互负债务且有先后履行顺序不安抗辩权产生的基础，不仅要求合同债务
的有效性，而且同样要求双方当事人的对待债务须由同一个双务合同而发生。
这种同时存在的双方债务不仅具有对价性，并且须为先后顺序不同的两种义务。
如果是同时履行义务，则不产生不安抗辩权。
3.须在合同成立后对方财产状况恶化，且有难为给付之虞产生不安抗辩权的条件之一，是要求在双务
合同生效以后，后履行的当事人的财产状况恶化，且此种财产状况的恶化在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时不
能为双方所预知。
明知对方当事人财产状况恶化而仍与其签订合同的，视为其自愿承担不能得到对待给付的风险，不能
取得不安抗辩权。
应当得知而过失不知的，亦不能取得不安抗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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