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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物权法》业已出台，其制定过程中的争论，在我国乃至世界法制史上都是一种罕见的现象
。
了解争论的问题及争论中不同的观点，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物权法制定的过程，更有助于加深对
物权法的理解，提升对不同法律体系下物权法理论的认识，深化物权法的理论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正
确如实施物权法。
《物权法争点详析》就是一部有关物权法争论问题的详尽且具有相当深度的学术研究专著。
谨将本书奉献给——法学、经济学等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法学、经济学等专业的教学和研究人员
法官、律师和企业法律顾问等法律工作者，所有对物权法有兴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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