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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是以权利为中心构建的，即以权利的主体（自然人和法人）、权利的行使方式（法律行为和代理
）、权利的种类以及权利的保护方式（民事责任）、权利的保护期限的限制（诉讼时效）等为调整对
象的规范体系。
这个规范体系是民法总论的研究对象。
    《民法总论》第三次的修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民法总论》第二版自2007年出版
以来，分别于当年1月、6月和12月印刷三次，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此次对全书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力求尽可能减少错误和纰漏；另一方面是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
《物权法》，此外《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破产法》、《合伙企业法》和《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也
进行了修订，《民法总论》应及时反映法律的发展变化，体现我国的立法成果。
    本次修订对文字、格式和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检查，使文字和格式更趋规范、合理，内容更为简洁，
论述更为清晰。
体例方面作了较大的变动，将正文中涉及的几乎所有的法条内容都放人了脚注中，使阅读更为流畅。
    《民法总论》的修订，对我也是一个学习和提高的过程。
民法总论是对物权法和债法理论的抽象和总结，本次修订是我在《民法物权论》的修订和《合同法学
》的编写之后进行的，因对物权法和债法的研究增进了对民法总论理论的理解，故而再次对《民法总
论》中的一些观点和内容进行修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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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云瑞 男，1965年12月生，江西上饶人。
1990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于1993年和1998年先后获得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曾在海南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乡镇企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工作。
现为华东政法大学民商法学教授，主要从事民法总论、物权法、合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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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　　第一章　民法的历史沿革　　第二节　中国民法的历史沿革　　一、1949年之前的民法
　　在清朝末年之前，中国既没有形式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民法。
中国的成文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法经》有盗法、贼法、囚法、杂法、捕法
和具法六编，均属于刑法。
商鞅改法为律，才有后来的《秦律》、《汉律》、《唐律》、《明律》和《大清律》，形成了所谓的
中华法系，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印度法系、伊斯兰法系一起称为世界五大法系。
中华法系的影响扩展到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历时千年之久。
随着西欧在近代崛起，进而在19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殖民统治，从而使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影响遍及
全球。
中华法系、印度法系以及伊斯兰法系，因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历史进步的要求，而衰落、中断直至被
取代。
　　中国传统法律的优势是刑法和行政法，偏重公法制度，私法制度较弱，私法规范主要体现在礼制
之中，户律、婚律、户役、田宅、婚姻、钱债等均涉及私法规范，而且还采用刑罚的制裁方式，实质
上属于刑法规范。
　　由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传统，既不可能形成独立的民法体系，也不可能形成理论化的民法学
。
这和欧洲民商法律制度和理论极为发达的历史传统，形成鲜明对照。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长期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基本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商品交易极为简
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被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没有形成民法所调整的商品经济关系。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宗法等级制度，强化道德制度，强调以等级划分为特征的君臣关系、父子
关系、夫妻关系，强大的伦理道德制度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身份等级意识，没有形成民法所赖以生存
的平等、自由、权利等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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