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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记得在就读西政民法学研究生后的第一次师生见面会上，金平教授曾谆谆告诫我们说要多关注中国的
改革实践，同时要勤思考多动笔，及时将自己的感悟表达出来。
在此后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中，我一直把金老师的这段话时刻铭记在心中并尽量付诸行动，除进行系统
的民商法基础知识训练外，开始尝试进行一些粗浅的研究。
在读研及留校任教的初期，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民法基础理论、国有企业改革和物权理
论。
在民法基础理论方面，1985年在《法学研究》第1期上，发表了我与金平教授、聂天贶教授和吴卫国同
学合写的《论我们民法的调整对象》（该文收录在“西南民商法学阶梯”第1卷中）一文，这也是我
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有一定学术影响的论文。
该篇文章对聚讼纷纭的我国民法调整对象理论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前人的独立见解，即我国民法应调整
民事主体之间的“平等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对这种“平等财产关系”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加以理解。
从横向看，它有三层含义：一是人们平等地占有和支配财产；二是人们在相互关系中处于平等的经济
地位，人身上互不依附；三是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按同一尺度，即劳动或劳动的凝结来进行。
从纵向看，它既包括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平等关系，也包括人与人之间在交换、分配和消费中
的平等关系。
这里的“人”既包括单数或复数的自然人，也包括具备一定条件的社会组织（即法人）。
这一观点不但在理论学界引起广泛的社会认同，而且在立法上为我国《民法通则》的制定提供了理论
支持。
同年在《法学季刊》上发表了我独立撰写的第一篇论文《论所有权的权能》，该本得以发表的主要原
因是文中提出了所有权权能的扩张理论，认为完整的所有权除应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
能之外，还应包括决定权能和终属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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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性自然：民法精神散论》分为民法基础理论、民法与宪法、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民法伦理
、财产权制度四部分。
主要包括论所有权的权能、论委托经营权、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改革对我国的启示、我国民法应确立物
权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经济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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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journal ofLaw andManagement）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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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现代法学》等杂志发表论文约9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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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民法基础理论建立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型法律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的经
济生活和法制建设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与转换经济模式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相适应，人们的民主意识和法律观念也有了显著提高。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变革还远远赶不上经济生活本身的发展速度，别特是当十二
届三中全会决定将我国的经济性质定义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后，这种旧的法律意识与经济发展的不
协调现象愈益突出，建立和完善适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法律观，已成为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
促进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建立新型的法律观是促进我国经济模式转换的必然要求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所确立的我国新型经
济模式的雏形，将我国的经济形态确定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随着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需要用
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巩固改革的胜利成果，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
特别是我国当前正处在新旧体制的交替时期，两种体制同时并存，同时发生作用，由于新体制的建立
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旧的体制则因丧失其原有的经济条件而在许多方面失去效力，这就使管
理上势必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真空”或漏洞。
另一方面，就经济体制改革本身来说，其实质无疑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和既存利益关系的合理调
整。
只要进行改革，就必然要触动原有的经济利益关系，而新的利益关系的合理格局也不可能很快形成，
从而会出现各种利益关系的冲突和矛盾，出现种种机会不均等现象。
这些都需要通过法制手段加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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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性自然:民法精神散论》是西南民商法学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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