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债法专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债法专论>>

13位ISBN编号：9787503689307

10位ISBN编号：7503689307

出版时间：2009-1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李先波

页数：32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债法专论>>

前言

　　债者，乃特定当事人之间得请求为特定给付的法律关系。
日本著名民法学家我妻荣先生在其著作中曾经提出一个至今仍然被奉为经典的结论：债权在近代法中
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在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债在社会生活日益动态化的当代社会所起的作用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债权从原来所处的“手段”晋升到”目的”的地位。
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精辟地指出，债权已不是取得对物权和物利用的手段，它本身就是法律生
活的目的。
经济价值不是暂时静止地存在于物权的，而是从一个债权向另一个债权不停地移动。
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性规范，随着社会交易的日益频繁，债法适用范围亦曰趋广泛，债法的地位
亦日渐重要。
　　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茶，在（物权法）已经顺利颁布实施的今天，制定民法典之
争议焦点无疑转移至民法中最为重要、内容最为丰富和庞杂的债权法部分。
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关于债法的争论很多亦很激烈，特别是对于是否保留债的概念、是否设立债
法总则、债法的体系究竟如何安排、侵权行为是否独立等问题，至今也没有完全达成共识。
民法博大精深、浩瀚奧妙，而以债权法部分为甚。
债法可以用博、精、杂三字予以概括。
债法之博无论是从其在法典中所占条文的多少还是从其涉及的社会生活广度和深度而言，都是其他法
律所无法比拟的，债法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债法之精主要体现在其立法技术和主要内容上，现代社会，债法是最为发达的法律，由于债法的国际
性强，因此，债法的趋同化趋势在整个民法体系中也最为明显，尤其是债法中的合同法，它是使得债
法的立法技术精深的一个重要根源。
债法之杂主要体现在其内容之庞杂，契约、侵权行为、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这四种债是债法的主要内
容，但这四者所规范的社会关系可谓截然不同，它们的指导原则、社会功能和构成要件各不相同，从
这四种社会关系的角度窥视，债法之杂可见一斑。
王泽鉴先生认为，债法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整体，最根本的因素乃是其法律效果的相同性，即债是特
定当事人请求给付的行为。
　　我国的债法除了合同法已成体系之外，其他各种债尚很薄弱。
不论是传统的不当得利抑或无因管理，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都十分粗糙和零散，完全不成系统，如不
当得利和无因管理在我国（民法通则）之中各自只有一条原则性的规定，法律的可操作性也因此而大
打折扣，这一现状也使得它们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侵权行为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较其他的法定之债而言内容稍显丰富，但是侵权行为的内容也不能满
足时代发展的需求，现在我国正在进行侵权责任法制定的起草和研究工作，相信该法将在近两年出台
。
本书是作者进行多年债法学习、教学和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总结。
近年来，作者在民商法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子债法领域，其中以合同法最为突出，此书的集结出版仅
仅是一个尝试。
本书以传统债法最为主要的四种债的类型为编排体例，即合同、侵权、不当得利、无因管理。
当然，债法的内容之丰富并非这四种债所能全部涵括，其他内容尚有待作者进一步进行研究。
在本书合同编中对缔约中的意思瑕疵规则、缔约过失责任、预期违约、合同中意外事件的法律效力等
问题进行了研究。
其中，对于缔约过失责任，现在有许多学者都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债的发生原因，本书从体例安排的
角度出发，仍然将其放在合同之债一编中：而且本人认为，缔约过失行为仍然产生于合同的缔结过程
中，因此，将其置于广义的合同之债中亦无不可。
在侵权行为编中，对一般侵权、言论自由与隐私权之协调技术之法律保护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最后两编对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两种债的类型进行了探讨。
由于作者具有较强的国际法背景，因此本书在内容上比较法的色彩比较浓厚，多个主题都是以比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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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为切入点，并结合我国的相关立法进行分析和阐述的。
作者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较法研究的深入可以推动我国法制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债法专论>>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进行多年债法学习、教学和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总结。
近年来，作者在民商法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债法领域，其中以合同法最为突出，此书的集结出版仅
仅是一个尝试。
本书以传统债法最为主要的四种债的类型为编排体例，即合同、侵权、不当得利、无因管理。
当然，债法的内容之丰富并非这四种债所能全部涵括，其他内容尚有待作者进一步进行研究。
在本书合同编中对缔约中的意思瑕疵规则、缔约过失责任、预期违约、合同中意外事件的法律效力等
问题进行了研究。
其中，对于缔约过失责任，现在有许多学者都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债的发生原因，本书从体例安排的
角度出发，仍然将其放在合同之债一编中；而且本人认为，缔约过失行为仍然产生于合同的缔结过程
中，因此，将其置于广义的合同之债中亦无不可。
在侵权行为编中，对一般侵权、言论自由与隐私权之协调、P2P技术之法律保护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最后两编对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两种债的类型进行了探讨。
由于作者具有较强的国际法背景，因此本书在内容上比较法的色彩比较浓厚，多个主题都是以比较法
的视角为切入点，并结合我国的相关立法进行分析和阐述的。
作者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较法研究的深入可以推动我国法制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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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先波（1963—），男，湖南慈利人，汉族，中共党员。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法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
后研究人员，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民法学会理事，中国人权研究会理事。
湖南省社科跨世纪“百人工程学者”，湖南省首届“优秀青年法学家”。
2004年美国乔治城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主要从事国际法、民法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已出版《国际私法与国际民事诉讼专论》、《合同有效成立比较研究》、《契约法论》、《知识经济
时代知识产权的国际国内保护》、《国际民商法专题研究》、《国际民商法与中国的法制建设》、《
主权、人权、国际组织》、《WTO案例评析及对我国的启示》和《英美合同解除制度研究》等专著9
部，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
》、《全国高校报刊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转载。
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8项。
2002年获湖南省优秀社科著作三等奖，2003年被评为湖南师大“科研标兵”，2004年获得湖南省社科
优秀著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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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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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比较研究第二编 侵权之债  一般侵权  言论自由与隐私权之协调  P2P技术之法律保护第三编 无因管理
之债  无因管理制度研究第四编 不当得利之债  不当得利制度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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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债法专论》以传统债法最为主要的四种债的类型为编排体例，以比较法的视角为切入点，并结
合我国的相关立法，对合同、侵权、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述。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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