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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广播电视大学自1979年创建至今已有20多年，为国家培养了几十万法律专业高等专门人才。
1999年为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教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开始实施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作为国家的重点科研课题正式启动
。
法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是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合作推出了法律专业专科起点的本
科教育，同时邀请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部分高等学校的专家参加教学资源的建设。
　　为了更好地探索现代远程开放教育规律，充分体现学生自主学习的特点，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结
合20多年办学经验，从教材的体例、版式设计上做了改革，以适合学生的学习。
在内容上力求反映应用性的特点，使学生掌握本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培养其自学能力和认识事物的创新能力，以满足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的需求。
在建设文字教材的同时，我们还根据远程开放教育的特点，辅之以录音、录像、CAI、网络课件等学
习材料为学习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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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学（第2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近期颁布的其他民事法律、法规为基本
依据，同时注重吸收近年来国内外民法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按照民法调整对象的内容及其内在规律
，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民法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
《民法学（第2版）》力求体现电大教学的特点，在体例上有所创新；在行文上要而不繁、简而不疏
；在内容上还注意结合我国法制实践，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利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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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和特征第二节 财产所有权的权能第三节 财产所有权的取得第四节 财产所有权的行使第五节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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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第八节 房屋典权第三编 债权第十五章 债的概述第一节 债的概念、特征和性质第二节 债的分类第三
节 债的发生根据第四节 债的担保第五节 债的履行第六节 债的转移和终止第十六章 合同总论第一节 合
同的概念和意义第二节 合同的分类第三节 合同的订立第四节 合同的内容和形式第五节 合同的效力第
六节 合同的变更和解除第十七章 合同分论第十八章 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之债第四编 人身权第五编 知
识产权第六编 继承权第七编 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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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国家所有权法律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所有权，最初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通过国
有化措施而产生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夺剥夺者”的原理，运用法律措施在全国范围内没收了官
僚资本，把原来属于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家的工厂、铁路、矿山、银行、邮电、航运、港口等重要
财产，收归国家所有，变为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和国家根据我国的具体条件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对民族资本通过赎买的
办法实行了国有化，逐步将民族资产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转化为国营企业的财产。
国家通过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凭借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向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或个人征税，直接从事民
事活动，依法征用集体和个人的财产，以及将无主财产和无人继承的财产收归国有等，使国有财产得
以不断产生和发展。
上述各种方式都是取得国家所有权的方式。
　　国家所有权作为一种法律关系，权利主体是国家，义务主体则是除国家以外的任何不特定的组织
和个人。
这些组织和个人都负有不侵犯国有财产的义务。
作为权利主体的国家，同时也是国家行政权的主体，但是国家在行使其权利时，其作为两种不同性质
的主体身份是可以分离的，国家作为所有权和行政权主体的分离，是促使政企职责分开、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
　　国家在行使所有权时，可以将其所有权的权能转移给社会组织和个人享有，但任何组织和个人都
不得成为国有财产的所有人。
同样，国家的各个机构，无论其属于哪一个行政层次，都只是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机关，其本身并
不是所有人。
如果认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都是国有财产的所有人，则必然导致将统一的国家所有权分割
为中央政府所有权、地方政府所有权和部门所有权，这会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全民所有制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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