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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3月至8月，在中山大学出版社领导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在中山大学法学院和其他法学院
民商法教师的共同参与下，“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民商法系列教材（1）”顺利出版并受到读者欢迎。
为及时反映司法的最新原则和立法的最新要求，2005年1月，“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民商法系列教材（1
）“进行第二版修订。
近两年来，我国又陆续制定并通过一系列新的法律。
因此，有必要对“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民商法系列教材（1）”进行第三版修订。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一次将中国公司法学者近10年来在公司法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规定在公
司法中，诸如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公司契约理论、小股东保护理论、公司股东的派生诉讼理论、公司
持异议股东的股份价值评估权理论、公司董事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理论、公司僵局与公司强制性解散
理论等，使我国新《公司法》的制度同当今两大法系国家最先进的公司法律制度保持一致。
2006年8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
（以下简称《合伙法》），第一次将当今两大法系国家存在了几个世纪的有限合伙法律制度规定下来
，使我国合伙法律制度同两大法系国家的合伙法律制度逐渐一致。
当这两部新的法律通过之后，法学界尤其是民商法学界掀起了一股修改民商法教材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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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债法总论（第3版）》于第二版2005年1月出版后，由于内容新颖而受到读者欢迎。
《债法总论（第3版）》第三版在基本保留第二版内容的基础上，根据近几年来有关法律法规变化了
的情况，对第二版内容作了修订。
　　《债法总论（第3版）》从债法的理论、债的发生原因、债的效力、民事法律责任、债的变动等
五个方面，对债法的基本原理进行系统的阐析。
　　《债法总论（第3版）》内容新颖，体现理论性、科学性与应用性的统一；既适合高等院校法学
专业的学生作教材，也适合司法界人士使用，对希望了解债法的群众亦是一本理想的法学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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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民安，男，1965年12月生，湖北黄冈市人。
l987年毕业于湖北黄冈师范学院英语系，之后在湖北黄冈从事高中英语教学工作；1991年9月考入吉林
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李忠芳教授，攻读民商法专业硕士学位，1994年7月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9月
考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梁慧星教授，攻读民商法专业博士学位，2002年7月获法学博士学
位。
现为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人民检察
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理事，中
国法学会商法研究会理事，广东踔厉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精通英文，熟悉法文。
自1995年起，先后在《法学研究》、《民商法论丛》、《商事法论集》、《民商法学家》、《法制与
社会发展》、《中外法学》、《法学评论》、《现代法学》和《当代法学》等法学期刊上发表学术论
文90多篇，其中绝大多数论文被国内权威学者援引并被重要刊物转载。
2000年11月在法律出版社出版专著《现代英美董事法律地位研究》；2002年11月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出版专著《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2003年1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专著《公司法上的利益平衡
》；2003年4月在法律出版社出版专著《现代法国侵权责任制度研究》；2006年6月在中山大学出版社
出版专著《公司法的现代化》；2007年3月在法律出版社出版专著《商法总则制度研究》。
这些专著自出版之日起即被众多的学者广泛援引。
先后在中山大学出版社主编出版“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民商法系列教材（1）”、“高等院校法学专业
民商法系列教材（2）”和“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民商法系列教材（3）”；主编系列出版物《民商法学
家》、（21世纪民商法文丛》和《侵权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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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三版总序第三版序第一编 债法导论第一章 债与债法第一节 债一、债的概念二、债的特征三、债的
要素第二节 债权一、债权的概念二、债权的特征三、债权与相关民事权利的区别第三节 债务一、债
务的概念与特征二、债务与责任三、自然债务第四节 债法一、债法的意义二、债法的特征三、债法的
沿革四、债法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的地位第二章 债的分类第一节 债的分类概述一、债的分类的意义
二、学说对债的分类三、本书对债的分类第二节 法定之债与意定之债一、法定之债二、意定之债三、
法定之债与意定之债的关系第三节 主债与从债一、主债二、从债三、区分主债与从债的意义第四节 
特定之债与种类之债一、特定之债二、种类之债第五节 单纯之债与选择之债一、单纯之债二、选择之
债第六节 货币之债与利息之债一、货币之债二、利息之债第七节 按份之债与连带之债一、单一之债
和多数人之债二、按份之债三、连带之债第八节 作为债务和不作为债务一、作为债务二、不作为债务
三、作为债务和不作为债务的性质第九节 手段债务和结果债务一、手段债务二、结果债务三、区分手
段债务和结果债务的理由第二编 债的发生原因第三章 合同之债第一节 合同概述一、我国学说关于合
同的界定二、我国法律关于合同的界定三、合同的性质第二节 合同的种类一、导论二、双务合同和单
务合同三、有偿合同和无偿合同四、有名合同和无名合同五、要式合同和不要式合同六、诺成合同和
要物合同第三节 合同的成立一、合同成立的概念二、合同成立的要件三、要约四、承诺第四节 合同
的法律效力一、合同法律效力的界定二、合同法律效力的种类三、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四、
合同债务人承担的违约责任第四章 侵权行为之债第一节 侵权行为概述一、侵权行为的界定二、侵权
行为的特征三、侵权行为法的性质第二节 侵权行为法的功能一、侵权法的惩罚性二、侵权法的阻却性
三、侵权法的赔偿性四、侵权法的利益平衡性第三节 侵权行为的种类一、人的侵权行为与物的侵权行
为二、单独的侵权行为与共同的侵权行为三、故意侵权行为与过失侵权行为四、作为侵权行为与不作
为侵权行为第四节 侵权行为的法律效果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害和消除危险三、返还财产和恢复原
状四、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五、赔偿损失第五章 无因管理之债第一节 无因管理概述一、
无因管理之债的本质二、无因管理制度的历史三、无因管理的理论根据四、无因管理与其他民事制度
的关系第二节 无因管理的构成条件一、管理人的条件二、管理行为的条件三、被管理人的条件第三节
无因管理的法律效果一、管理人对被管理人承担的义务二、被管理人对管理人承担的义务三、管理人
、被管理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四、无因管理向委托合同的转换第六章 不当得利之债第一节 不当得
利概述一、不当得利和不当得利之债的界定二、不当得利制度的理论根据三、不当得利制度的社会功
能四、不当得利制度在债法中的地位五、不当得利制度与其他制度的关系第二节 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一、不当得利构成要件的分类二、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事实要件三、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法律要
件第三节 因不当给付产生的不当得利一、给付与不当给付二、返还原因在给付当时就存在的不当给付
第三编 债的效力第七章 债的效力基本理论第八章 债的一般担保第九章 债的特别担保第四编 民事法律
责任第十章 民事法律责任的基本理论第十一章 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的关系第十二章 返还责任第五编 
债的变动第十三章 债的转移第十四章 债的消灭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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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债的分类　　第三节 主债与从债　　依照两个并存的、具有牵连关系的债相互间的效力
，债可以分为主债和从债。
　　一、主债　　所谓主债，是指在两个并存的债中，那些居于主导地位、能够决定债的命运的债。
主债是针对从债而言的，因此需要有两个债并存，而且两个债之间具有关连性。
能够引起两个债并存的情形，或因为法律的规定，或因为当事人的约定。
例如，买卖、金钱借贷合同为主债，而担保其履行的保证合同、抵押合同、质权合同等为从债；储户
在银行以存本取息方式储蓄的，储蓄本金的债为主债，支取利息的债为从债。
　　主债与主给付义务存在着区别，不能混淆。
所谓主给付义务，是指债务人在某种债的关系中所承担的主要义务，这种义务决定了债的性质。
主给付义务对应着从给付义务。
所谓从给付义务，是指不具有独立意义，仅具有补助主给付义务功能的义务，从给付义务的目的不是
决定债务的基本性质，而是确保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
①例如，在买卖合同中，交付标的物、转移所有权和支付价金为债务人承担的主给付义务，而交付标
的物的有关证明文件（所有权证、保修单）则为债务人承担的从给付义务。
任何债都存在主给付义务和从给付义务，主给付义务虽然也可以独立请求履行，但它并不是一个独立
的债，因此，主给付义务与主债是不同的。
　　二、从债　　从债，是指在两个并存的债中，效力居于从属地位的债。
从债虽在效力上居于从属地位，但其在性质上仍然为独立的债，故从债不同于从给付义务，而且从债
也有别于债务人所负担的附随义务。
所谓附随债务，是指当事人依诚信原则而发生的债务，诸如注意义务、告知义务、说明义务、照顾义
务、忠实义务和保密义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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