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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华大学法学系列教材：债法》依据我国合同法等债法的规定，阐释了债的概念、义务群、债
权及其实现、债的类型等基本理论，介绍了债法及其请求权基础，讨论了债的履行及抗辩权，分析了
债的保全和担保，研究了债的移转，描述了债的消灭；《清华大学法学系列教材：债法》介绍和讨论
了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合同概念、合同的订立、合同的变更、合同的解除、违约责任、合同的解释
，以及买卖合同、供用电等合同、赠与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承揽合同、建设
工程合同、运输合同、技术合同、保管合同、仓储合同、委托合同、行纪合同、居间合同，解读了我
国刚颁布不久的《侵权责任法》。
《清华大学法学系列教材：债法》的特色在于，贯彻了解释论，辅之以立法论，较为简明，难易适中
。
　　《清华大学法学系列教材：债法》适合法律大专院校本科生、研究生，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教
师、研究人员，及法律实务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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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债为当事人之间的特别结合关系债权人和债务人结合在一起形成债的关系，或者是基于彼此间
的信赖，或者是立法者出于某种社会政策的考虑。
在这类关系中，当事人双方之间结合得密切，任何一方的疏忽或不注意，都易于给他方造成损害，因
此法律对当事人课以的注意义务高于物权关系、人身权关系中的注意义务，当事人仅仅停留于不作为
的状态并不足够，只有互负通知、协助、保密等项义务，才算达到要求。
对此，《合同法》第60条第2款已经做了-明确规定。
物权关系、人身权关系属于一般关系，也叫普通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义务人只要不作为，就算尽到
了注意义务。
由此可见债的关系与物权关系、人身权关系的不同。
应当指出，在现代侵权行为法上，规定物权人、人身权人在极少数情况下承担积极的义务。
德国法称之为社会安全义务（Verkehrspfichten），英美法上的注意义务（duty of care）中增加了此类内
容，我国司法解释及有关学说叫做安全保障义务。
就此看来，债的关系与物权关系、人身权关系似乎具有了相同点。
对此，应当如何认识？
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法
释[2003]20号）第6条关于“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
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
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的规定
，可知法律配置此类安全保障义务的着眼点，不在于物权人、人格权人及其相应的绝对权关系，而在
于营业者或者其他的社会活动者及其相应的特别结合关系，加之配置此类义务的情形十分有限，因而
尚难由此得出债的关系与物权关系、人格权关系趋同的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为《侵权责任法》）确认了这种思想（第37条）。
（三）债为当事人实现其特定利益的法律手段虽然在债法史上曾有过分强调国家利益，忽视债的当事
人的利益，将债的成立、债权的行使和债务的履行视为当事人对于国家应尽的义务的情形，但从总体
上说，债法的基本功能仍然是为当事人实现其特定利益提供法律途径。
不可否认，法律之所以赋予债以强制执行力，之所以要维护债的关系正常地发生与消灭，当然有其促
进财产流通、充分利用资源、保护公民不受非法侵害、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等社会政策的
考虑，但法律保护债的关系的根本目的，始终在于使当事人的利益得到满足，或者使当事人受到损害
的利益得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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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债法教材是由崔建远、韩世远和于敏三位教授合作完成的集体作品，分工如下：崔建远撰写第一、
二、四、五、七、八、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各章
；韩世远撰写第三、六、九、十、十三、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
二十九各章；于敏撰写第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各章。
本债法教材全面且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债法的各个问题，比较简明，通俗易懂；贯彻了解释论，辅之
以立法论。
需要说明的是，于敏教授长于侵权责任法，韩世远教授和崔建远教授研讨合同法多年，都形成了自己
的观点及体系。
有鉴于此，尽管在合同的概念、意思实现、无权处分、履行抗辩权、合同解除、债权让与、瑕疵担保
责任、违约金、委托合同是否以有偿为原则等许多领域，崔建远教授不赞同韩世远教授的看法，虽有
分歧，但考虑为读者提供更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保留了各自的观点，供读者参考。
陈探博士认真消除了相当的错误，且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为本教材增色不少。
必须感谢！
本书的责任编辑一直用心于本教材的策划、编辑和督导，没有其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就没有本教材
的完成。
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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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债法》：清华大学法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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