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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
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
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熏陶和滋养；一个国家要在国际综合国力
竞争中赢得优势，不能没有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软实力”的强大和支撑。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
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五个高度重视”、“两个不可替代”等重要思想论断。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哲学社会科学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
，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新世纪繁荣发展哲学社
会科学的指导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
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
世界。
”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阶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和任务，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根本保证和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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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眼于未来我国民法典的体系建构，从比较法和历史考察的角度对民法立法的体系化和法典化的
诸多问题进行了阐释，深入研究了民法典体系的基本理论。
作者认为民法典体系应该有形式的一致性、内在的一致性和逻辑上的自足性以及内容上的全面性。
民法典的体系与民法的体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作者比较了法律汇编、单行法模式与法典化的优劣，
认为我国民事立法只能走法典化的道路，而不能采取法律汇编或者单行法的模式。
作者认为我国民事立法的体系化应当坚持法典中心主义，即以民法典为中心和主干，构建完整的民事
立法体系。
作者认为我国民法典的体系构建应当坚持民商合一。
作者考察了民法典体系及其理论的历史发展，认为我国不能采取去法典化的主张，在构建民法典体系
时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两大法系特别是大陆法系的经验；民法典体系构建从技术层面上应当采
取总分结构，并注重编排的逻辑结构，在整个制度的构建中应当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整个法典应当按
照总则、人格权法、婚姻家庭法、继承法、物权法、债权总则、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的内容构建。
作者在分则中进一步探讨了民法典的价值体系，并在民法总则、人格权法、亲属继承法等各编中都进
一步探讨了民法典总则和分则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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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性著作；《物权法研究（上、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民法典体系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国家所有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民
法新论（上、下）》（与郭明瑞、吴汉东、方流芳合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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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民法典体系的基本理论 第一章 民法典体系概述 第二节 民法典的体系化一、氏法典体系化的概
念所谓体系（system），是指具有一定逻辑的系统构成。
按照康德的看法，是指一个依照原则所构成的知识整体。
就法典的体系而言，万达林顿（Vanderlinden）教授概括了“法典”一词所应具备的三项要素：形式、
内容和特征。
就形式而言，法典是一个整体，其汇聚了处于分散状态的多个部分；就内容而言，法典“或者由法律
的全部、主要或者是部分的渊源所组成”；就其特征而言，法典“促进了法律对象对于法律的理解”
。
此种观点是对法典特征最为经典的概括。
但从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基本可以概括出法典的特征，而不必在这两个层面之外再去单独概括法典的
特征。
法律的体系主要指由法律的格式和体例所构成的布局合理、结构完整、逻辑严密、搭配得当的法律表
现形式的有机整体。
民法典体系就是由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制度和规范所构成的，由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价值所组合的体系
结构。
“民法典的制定乃基于法典化的理念，即将涉及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一定原则之下作通盘完整的
规范。
”关于民法典体系的概念，有必要强调以下几方面的内涵：1.民法典体系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形
式体系，又称为外在体系（Ausere Systematik），它是指篇章节、基本制度的安排等。
形式层面包括了“从单纯的字母或者数字排序，到根据所规定事项而进行的教条式抽象，最后发展为
一个完善、复杂和富有系统性特征的秩序，这是一个严格的逻辑一公理式演绎过程（logical-axiomatic
d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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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王利明教授承担的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民法典体系与重大疑难问题研究”最终成果之一。
全书由王利明教授、杨立新教授、王轶教授、周友军副教授合著，撰写分工如下：王利明教授：第一
章至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一节，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一节；杨立新教授：第六章第二
节、第三节，第十一章第二节、第三节；王轶教授：第四章；周友军副教授：第七章、第八章。
全书由王利明教授统稿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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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典体系问题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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