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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国法制史(第3版)》借鉴国内外相关教材的重要成果，总结编写者长期教学经验而形成。
与以往的教材相比，本教材以法系为主干、以典型国家的法制发展为脉络进行论述，其结构体例更为
紧凑。
内容上则更加详尽，注重对近现代发达国家法制经验的总结，第二版更是反映了欧盟和非洲国家近年
来的法律发展。
此外，它增加了若干边框、图例，对某些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以简洁明了的文字和图例进行解释，使读
者便于掌握重要知识点。
本书由林榕年、叶秋华主编。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国法制史>>

作者简介

林榕年，1928年5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新中国最早从事外国法制史教学与研究者，外国法制史研究开拓者之一。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制史教研室主任，兼任厦门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汕头大学法律系主
任等职。
叶秋华，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1995.2——2009.4任法学院党委书记；1997——2009.4先后兼任法学院常务副院长、副院长；1978年10月
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从事外国法制史教学与研究至今，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文化遗产法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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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所有权 （1）所有权的概念。
所有权是物权的核心，是权利人可直接行使于物上的最完全的权利。
内容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及禁止他人对其所有物为任何行为的一切权利。
优士丁尼《学说汇纂》称所有权为“所有权人对物的最完全的支配权”。
盖尤斯曾总结出所有权具有绝对性、排他性和永续性。
绝对性，是指所有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任意处分其所有物而不受任何限制；排他性，是指“一
物不能同时有两个所有权”，所有人有权禁止或排除他人在其所有物上进行任何干预；永续性，是指
“所有权与其标的物的命运共始终”，只要所有权人无消灭其所有物的意思，亦无毁灭其所有物的意
外事故发生，其对该物的所有权将永远存在。
 （2）所有权的形式。
所有权的形式随历史阶段的演进而有所不同。
最早出现的形式是市民法所有权，这种所有权的特点是： 第一，所有权的主体只能是罗马市民。
不具备市民权的人不能成为市民法所有权的主体，其财产得不到市民法的保护。
 第二，所有权的客体十分狭窄，能作为所有权客体的只有法律所限定的可有物和意大利半岛的土地。
 第三，所有权的转移必须严格遵照法定的方式进行。
由于市民法所有权过于保守，不能适应奴隶制经济和商业发展的需要，于是，从共和国后半期开始，
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所有权形式： 其一，最高裁判官所有权。
它突破了市民法所有权对于要式转移物转移方式的严格要求，确认以当事人协议或其他简便方式（略
式转移方式）转移所有权的法律效力。
这是共和国后期广为流行的所有权形式。
 其二，外省土地所有权。
它突破了市民法所有权对于所有权客体的限制。
最初，被征服的各省土地被视为“公地”，属于国有，私人不得买卖、交换和赠与，国家只赋予当地
的贵族、官吏和商人占有与使用权。
至公元1世纪，各省土地买卖现象已相当普遍，土地逐渐集中到少数奴隶主手中，但没有被市民法确
认。
于是，国家不得不通过最高裁判官的审判活动和以颁布告示的方式来保障他们的利益，从而形成了外
省土地所有权。
 其三，外来人所有权。
它突破了市民法所有权对于所有权主体的限制。
最初，外来人的财产得不到市民法的保护。
帝国初期，罗马统治者通过万民法承认外来人所有权主体地位，赋予他们与罗马公民一样对财产的使
用、占有和支配权利，从而出现了外来人所有权。
帝国后期，由于中央集权发展、城邦国家结构形式失去意义、外来人全部获得了公民权以及所有权转
移方式普遍简化等原因，上述所有权的差别逐渐消失。
《优士丁尼法典》正式取消了这种差别，最终形成了统一的、无限制的所有权形式。
无限制所有权的概念后来被资产阶级发展成为私有财产权无限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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