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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体系完整，内容全面，包括了从民法总则到物权法、债权法、人身权法、知识产权法到亲属法
、继承法等民法领域的全部内容，便于学生一书在手即可适用到民法学的数门相关课程。
内容新颖，条理清晰，结构合理，安排科学，便于教师根据自身情况对教学内容、课时安排等作出相
应的调整。
理论联系实际，引用较多的事例与案例，便于帮助学生理解复杂的法律原理与立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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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凯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仲裁委员会、新加坡国
际仲裁协会仲裁员。
主要著作有《契约观念与秩序创新》、《市场与契约化》、《民法总论》、《权利的期盼》等。
在《中国法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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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权请求权　第十五章  占有　　第一节  占有概述　　第二节  占有的效力　　第三篇  物权(中)——
所有权　第十六章  所有权概述　　第一节  所有权的一般原理　　第二节  国家所有权　　第三节  集
体所有权　　第四节  私人所有权　第十七章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第一节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基础
理论　　第二节  专有部分的所有权　　第三节  共有部分的所有权　　第四节  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管理
制度　第十八章  相邻关系　　第一节  相邻关系概述　　第二节  相邻关系的种类　　第三节  相邻关
系中的法律责任　第十九章  共有　　第一节  共有概述　　第二节  按份共有　　第三节  共同共有　
　第四节  准共有　第二十章  所有权取得的特别制度　　第一节  善意取得制度　　第二节  拾得遗失
物制度第三篇  物权(下)——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　第二十一章  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概述　　第一节  
用益物权概述　　第二节  担保物权概述　第二十二章  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一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概
述　　第二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变动　　第三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与保护　第二十三章  建设用
地使用权　　第一节  建设用地使用权概述　　第二节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变动　第二十四章  宅基地使
用权：　　第一节  宅基地使用权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条件和程序　　第三
节  宅基地使用权的内容　第二十五章  地役权　　第一节  地役权概述　　第二节  地役权的变动　　
第三节  地役权的内容　第二十六章  特许物权　　第一节  探矿权和采矿权　　第二节  取水权　　第
三节  养殖权和捕捞权　　第四节  海域使用权　　第五节  林权　第二十七章  典权　第二十八章  抵押
权　　第一节  抵押权概述　　第二节  抵押权的设定　　第三节  抵押权的效力　　第四节  抵押权的
实现　　第五节  浮动抵押　　第六节  最高额抵押　第二十九章  质权　　第一节  质权概述　　第二
节  动产质权　　第三节  权利质权　第三十章  留置权　　第一节  留置权概述　　第二节  留置权的成
立要件与适用范围　　第三节  留置权的效力第四篇  债权(上)——债法总论　第三十一章  债与债法　
　第一节  债的概念　　第二节  债的本质和特征　　第三节  债的要素　　第四节  债法　第三十二章  
债的发生原因　　第一节  债的发生原因概述　　第二节  合同　　第三节  缔约过错　　第四节  侵权
行为　　第五节  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　第三十三章  债的类型　　第一节  法定之债与约定之债　　第
二节  主债与从债　　第三节  特定物之债与种类物之债　　第四节  简单之债与选择之债　　第五节  
按份之债与连带之债　第三十四章  债的效力　　第一节  债的效力概述　　第二节  债的履行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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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债的不履行　　第四节  受领及受领迟延　第三十五章  债的担保与保全　　第一节  债的担保　　
第二节  债的保全　第三十六章  债的移转　　第一节  债的移转概述　　第二节  债权让与　　第三节  
债务承担　　第四节  债权债务的概括承受”　第三十七章  债的消灭　　第一节  债的消灭概述　　第
二节  清偿　　第三节  提存　　第四节  抵销　　第五节  免除　　第六节  混同第四篇  债权(中)——合
同之债　第三十八章  合同总论　　第一节  合同概述　　第二节  合同的订立　　第三节  合同的效力
　　第四节  合同的履行　　第五节  合同的变更、转让和终止　　第六节  违约责任　第三十九章  转
移所有权的合同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买卖合同　　第三节  供用合同　　第四节  赠与合同　
第四十章  转移用益权的合同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借款合同　　第三节  租赁合同　　第四节  
融资租赁合同　第四十一章  完成工作的合同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承揽合同　　第三节  建设
工程合同　第四十二章  提供劳务的合同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运输合同　　第三节  保管合同
　　第四节  仓储合同　第四十三章  中介服务合同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委托合同　　第三节  
行纪合同　　第四节  居间合同　第四十四章  技术合同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技术开发合同　
　第三节  技术转让合同　　第四节  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合同第四篇  债权(下)——法定之债　第四十
五章  侵权行为之债　　第一节  侵权行为概述　　第二节  侵权行为法的历史发展　　第三节  侵权行
为的构成要件　　第四节  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　　第五节  侵权的民事责任　　第六节  特殊侵权的民
事责任　第四十六章  不当得利之债　　第一节  不当得利概述　　第二节  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第
三节  不当得利的类型　　第四节  不当得利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七章  无因管理之债　　第一节  无因
管理概述　　第二节  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　　第三节  无因管理的法律效力第五篇  知识产权　第四十
八章  知识产权概述　　第一节  知识产权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发展　第四十
九章  著作权　　第一节  著作权概述　　第二节  作品　　第三节  著作权的内容　　第四节  著作权人
及权利的归属　　第五节  著作邻接权　　第六节  著作权的限制　　第七节  著作权的保护　第五十章
 专利权　　第一节  专利权概述　　第二节  专利权的主体和客体　　第三节  专利权的取得　　第四
节  专利权的内容　　第五节  专利权的保护　第五十一章  商标权　　第一节  商标概述　　第二节  商
标权的主体与客体　　第三节  商标权的取得和内容　　第四节  商标权的保护　　第五节  地理标志权
第六篇  亲  属　第五十二章  亲属概述　　第一节  亲属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亲属在法律上的分类
　　第三节  亲系和亲等　　第四节  亲属的发生、终止和效力　第五十三章  婚姻　　第一节  婚姻法
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结婚的条件和程序　　第三节  婚姻的效力　　第四节  离婚制度　　第五节  
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第五十四章  亲子　　第一节  亲子关系　　第二节  收养　　第三节  祖孙关系
和兄弟姐妹关系第七篇  继  承　第五十五章  继承权概述　　第一节  继承权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继承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第三节  我国继承法的基本原则　　第四节  遗产　　第五节  继承权的取得
、丧失、放弃和恢复　第五十六章  法定继承　　第一节  法定继承概述　　第二节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和顺序　　第三节  代位继承和转继承　　第四节  遗产的分配　第五十七章  遗嘱继承和遗赠　　第一
节  遗嘱继承概述　　第二节  遗嘱　　第三节  遗赠　　第四节  遗赠扶养协议　第五十八章  遗产的处
理　　第一节  遗产的分割　　第二节  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　　第三节  无人继承的遗产的处理主要参
阅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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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学》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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