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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制定民法典加入了新世纪的一些明显变化：注重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公法与私法相互工
具化、契约关系的实质化以及信息社会对交易成本的革命性变化，将很难掌握未来制定民法典的方向
。
《寻找新民法》共分为三个单元：两岸民事立法、公私法的接轨与民法新思路。
本书在两岸分别重修、制定民法典之际，为作者对两岸民法学界提出寻找新民法的典范。
本书为2005年作者在北大社出版的《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的修订版。
本书的预设的读者对象为大陆的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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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永钦：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博士、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系教授。
著名民法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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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民法典的时代意义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大方向提几点看法
前言
一、 民法典的历史功能
二、 法典理念面临重估
三、 民法典保有的优势
四、 民法典的几种选择
五、 大陆的民法典草案
第二章 借箸代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立法
前言
一、 民事立法者的位置
二、 民法的双重工具性
三、 纯粹民法典的意义
四、 构筑理想自治空间
五、 以专业为对话对象
六、 与公法接轨的转轴
七、 人格权的民法保护
八、 身份法的宪法任务
结语
第三章 现代民法典的体系定位与建构规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工程进一言
前言
一、 民法典的法体系定位
二、 民法典的十二项规则
三、大陆民法典如何组装
四、 结语
第四章 物权法定主义松动下的民事财产权体系——再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可能性
前言
一、 再访物权法定主义
二、 法定主义已经松动
三、 建构新财产权体系
第五章 可登记财产利益的交易自由——从两岸民事法制的观点看物权法定原则松绑的界线
前言
一、重探物权的本质
二、物权法定的成本
三、中国台湾已大幅松绑
四、大陆面对的问题
五、 结论
第六章 法定物权的社会成本
前言
一、 物权法定与法定物权
二、 检视法定物权的理由
三、 法定物权的社会成本
四、 法定物权的立法政策
第七章 制度的移植从所有人与占有人之间的特殊关系
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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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制度内容与目的
二、 移植外国的情形
三、 给立法者的启示
第八章 从动态法规范体系的角度看公私法的调和——以民法的转介条款和宪法的整合机制为中心
前言
一、 公私法多层而交错的关系
二、 民法的三个水平转介条款
三、 宪法的主要垂直整合机制
四、 为动态的法规范体系奠基
第九章 以公法规范控制私法契约
前言
一、 走向二分法操作
二、 都陷入以问答问
三、 建立案例法方法
四、 八项可衡酌的因素
五、 八种可裁量效果
六、 动态体系的观点
七、 四个常见的误区
结语
第十章 民事裁判中的人权保障
一、 分权体制
二、 方法问题
结语
第十一章 缔约过失责任的经济分析
前言
一、 契约和契约法
二、 交易的阶段化
三、 缔约过失责任
结语
第十二章 物权堆叠的规范问题——以次序为轴心的堆叠原则
前言
一、 物权堆叠的概念与类型
二、 堆叠的法理与经济分析
三、 以次序贯穿的堆叠原则
四、 物权编修正的几点建议
第十三章 再谈共有物分割的问题——从比较法和法政策角度分析
前言
一、 共有物分割的规定
二、 草案对问题的响应
三、 其他立法例的比较
四、 法政策观点的评价
五、 台湾民法的修正建议
第十四章 民法随笔
第一篇 非线性的体系思考
一、 如何找法有三说
二、 症结在房地分离
三、 效率决定于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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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说都未搔到痒处
五、 “最高法院”的高度
第二篇 民法典与卷轴式教学
一、 五编制民法与卷轴式教学
二、 作为法学的基本功
三、 卷轴式教学浮现的问题
四、 反思背后的体系问题
五、 建构新体系的挑战
第三篇 堪培拉的启示
一、 纯粹民法还有空间吗
二、 颜色的迷恋最难将息
三、 一百年前的“两克”论战
四、 忘掉了积木怎样堆叠
五、 构建更大产能的体系
六、 堪培拉给我们的启示
第四篇 物权自由了
一、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二、 复数物权的两种类型
三、 从量共有转为质共有
四、 想象多大自由就多大
五、 养老权的高度未来性
六、 建构新的财产权体系
第五篇 重新认识限制物权
一、 被误导的物权图像
二、 新法凸显相对关系
三、 只是一种交易选择
四、 与契约自由的关系
五、 新物权法启动蜕变
第六篇 找到漏洞了吗
一、 不能挖西墙补东墙
二、 为何规避通说解释
三、 债权凭什么物权化
四、 回到建物用地问题
五、 例外规范隐然成形
第七篇 促销不动产役权
一、 主体属物客体属物的权利
二、 特定目的为必要登记事项
三、 异于一般物权者不在内容
四、 第三人设定的不是人役权
五、 操之于起造人的公寓役权
第八篇 全输的共有物分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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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另外一个可能的逻辑，就是在负担行为以外，因为有交付或登记的事实行为，“依
法律”而发生物权变动，因此这里不完全是当事人自治，只有交易前段是自治，后来发生物权变动则
是国家介入的结果！
《法国民法》和《德国民法》，一用契约，一用法律行为来建立交易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此一逻辑则
无法只用契约或法律行为来解释物权变动的结果，果如此，连最典型的交易都不是自由意志所能支配
，还能说这是一部自治规范吗？
总则规定法律行为又有何意义？
难怪日本民法学者写到这里，不是语焉不详，就是扯成一团，失掉了基于体系所生的说服力。
 比如日本民法总则的作者四宫和夫把财产行为分成债权行为和处分行为，用的是德国式的思考，但他
接着说：“处分行为在理论上应先有债权行为之履行为其性质，但关于物权变动，我国采用的是意思
主义，因此处分行为通常也为债权行为所兼并。
”[43]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有没有物权行为？
不是“通常”的时候，物权又是如何变动的？
同样，物权法的作者我妻荣也问：“第176条所说的意思表示，究竟指何意？
是指只以物权变动为目的之意思表示，还是也可以指像买卖、赠与等那种发生债权目的之意思表示？
换言之，要发生物权之变动，其宗旨是否通常需要存在另外之意思表示（物权行为）？
”[44]接着他又指出，学说上在此有极大的争议，起初独立物权说占上风，后来单一行为说又成为多
数，我妻荣自己支持判例所采的单一行为说，他认为很多人把买卖解释成兼有债权和处分的意思，“
但这并不等于说要发生物权和债权这两种效果，就必须要有两个意思表示”，不清楚的是，如果只有
发生债权的意思表示，如何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
法律行为的内在逻辑，怎么样都绕不过去。
我妻荣还试着这样自圆其说：“德国民法之所以承认物权行为之独立性，是因物权行为必须有形式，
并且不得与债权行为合为一体存在。
物权行为只要在可从外部认识其存在之限度内，使具有其存在与否非常明确且易辨别之识别性之长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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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学界权威、台湾政治大学教授苏永钦先生所著，民法研习者必备。
《寻找新民法》凸显寻求民法新典范的普世性，激起中青年学者参与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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