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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季秀平同志于加00年考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
在此之前，他读的是政教专业和经济法学专业，对于民商法学并没有很深的研究。
入学以后，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
三年后，他以优秀的成绩按期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并返回原工作单位淮阴师范学院继续服务，一直
站在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的第一线，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
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季秀平同志能够认真思考地方二、三类本科院校法学专业本科生人才培养的目
标定位、培养规格、硬件和软件建设以及培养的方式、方法和措施等重要问题。
教材建设是他重点思考的问题之一。
本教材的编写就是一次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在审阅了全部书稿以后，我发现该教材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简要。
该教材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民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主要介绍了民法总论、人身权法、物权法、
债权总论、合同法、继承法以及侵权责任法的有关内容，突出了主要知识点以及重点和难点。
对于基本理论的阐述，深入浅出，既能做到点到为止，又能做到阐述到位。
对于争议观点，一般只介绍通说或说服力强的观点，符合地方二、三类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
的要求。
二是科学。
该教材较好地处理了民法学与婚姻家庭法和知识产权法课程之间的关系，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
书中对于许多其他教材常犯的错误和现行立法中存在的问题，都能够予以指出和纠正，前者如明确指
出了民法的调整对象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后者如明确指出了我国民事法律行为制度所存在的弊端并重
构了我国法律行为的体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法学简明教程>>

内容概要

　　本书为《应用法学精品教材》之一。
 　　本书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民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主要介绍了民法总论、人身权法、物权法
、债权总论、合同法、继承法以及侵权责任法的有关内容，突出了主要知识点以及重点和难点。
书中较好地处理了民法学与婚姻家庭法和知识产权法课程之间的关系，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
 全书共七编，分别为民法总论、人身权法、物权法、债法总论、合同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
具体分为三十七章，每章后面都附有典型案例或综合案例及其简要分析，具有应用性和实用性。
 本书符合二、三类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要求，同时也适合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
成人高校以及本科院校举办的民办高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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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秀平，男，1967年3月生，江苏涟水人，法学博士，教授，现任淮阴师范学院法律系主任，江苏
知缘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中共徐州市鼓楼区区委常委、鼓楼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挂职）。
已在《法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多篇，出版专著2部、合（编）著多部。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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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章　完成并交付工作成果的合同　　第一节　承揽合同　　第二节　建设工程合同　　【案例分
析】　第二十六章　提供劳务的合同　　第一节　运输合同　　第二节　保管合同　　第三节　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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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分析】第七编　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二章　侵权责任概述　　第一节　侵权行为的概念与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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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损害赔偿的确定　　第四节　精神损害赔偿的确定　　【案例分析】本书缩略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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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民法总论第二节 民法的本质与本位一、民法的本质民法的本质，是指民法的本质属性，可以
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
（一）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民法是关于市民社会而不是关于政治国家的法。
什么是市民社会？
西塞罗认为，市民社会是指已经发展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状况。
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指处在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
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将他人看作手段。
在同他人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满足他人，也满足自己。
黑格尔所说的市民，就是利己的经济人。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
市民社会是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政治国家是普遍的公共利益关系的总和。
市民，就是私人，他把别人看作工具，也把自己降低为工具。
（二）民法是私法民法是私法而不是公法。
1.公、私法划分的几种权威学说公法（publiclaw）与私法（privatelaw）的划分最早是由罗马法学家乌尔
比安提出的。
时至今日，关于公、私法划分的权威学说主要有“利益说一、“隶属说”、“主体说”和“生活关系
说”等几种。
（1）利益说。
该说为乌尔比安所首倡。
乌尔比安认为，判断一项法律美系或—条法律规范是属于公法还是私法，应以其涉及到的主要是公共
利益还是私人利益为标准，涉及公共利益的是公法，涉及私人利益的是私法。
但是，德国当代著名民法学家卡尔·拉伦茨认为，利益说至少有两点不足：—是，私法不但保护个人
利益，而且往往也同时保护公共利益，公法虽然通常涉及公其利益，但也适当照顾个人利益；二是，
无论公法还是私法，其宗旨都不仅仅在于促进或保护某些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而在于适当地平衡各
方面的利益，创造正义和公正的局面。
德国当代另外—位民法学家迪特尔·梅迪库斯也认为，在现代福利国家，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往往是
不能互相分离的，例如，被归属于私法范畴的婚姻制度和竞争制度，在本质上也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
。
与此相反，在属于公法范畴的社会照顾法或道路交通法中，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到私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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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2006年淮阴师范学院立项建设的民法学专业课教材。
本书从动手写作到修改定稿，花了近一年的时问。
在这一年中，我不仅在学校承担了一定的教学、科研任务和管理工作，而且在政府挂职锻炼，学习管
理经济，工作比较繁忙。
但我在工作之余，尽量减少应酬，抓紧时间研究和写作，终于如期完成任务。
因此说，写作本书的最大收获，不是完成了一本民法教材的编写任务，而是使自己更深刻地体悟到，
哪怕工作再忙，只要统筹好时间，耐住寂寞，持之以恒，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做成一些有益的事情。
感谢我的老师王利明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审阅书稿并欣然作序以及多年来的关爱！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2007级博士研究生张玉东和刘亮、淮阴师范学院法律系教师程晓娜
硕士帮助校对初稿并提宝贵修改意见！
感谢淮阴师范学院法律系蒋大平、张浪、李宴、朱少山、朱金东、赖秀兰、胡玫玲等同仁帮助校对二
稿并提宝贵修改意见！
感谢中国法制出版社所提供的宝贵出版机会！
感谢张岩女士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本人一定虚心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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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学简明教程》符合二、三类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的要求，同时也适合高等职业学校、
高等专科学校、成人高校以及本科院校举办的民办高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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