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债法总论要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债法总论要义>>

13位ISBN编号：9787509311622

10位ISBN编号：7509311624

出版时间：2009-4

出版时间：中国法制出版社

作者：赵廉慧

页数：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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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法总论要义>>

前言

　　80年前，东京大学民法教授我妻荣首次发表了他的著作《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
文章以连载方式，历时三年，分14期刊出。
这是一部划时代的法学文献。
10年前，这部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
这件翻译工作，就是由江平先生主持的《外国法律文库》组织完成的。
作为该文库的编委会成员，我曾参加过当年的选题会议。
当时，谢怀拭先生是这一译事的推动者，也是这部译著的审校人。
多年来，我一直将该书作为推荐给研究生的必读书，自己也时常品读。
这部书给我的启示，就是深刻认识债法在现代社会中的特殊意义。
在他的启发下，我通过对金融经济中的财产法现象的观察，认识到，在以金融经济为主导的时代，以
债权为载体的信用交易和信用资产已经成为经济生活的重要支柱。
在今天，债不仅是法律关系，而且是财产。
由于债权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加强债法的知识传承和学术研究
。
　　我妻荣先生给我另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教授的为学之道。
先生有一名言：“大学教授有两大任务：一是写出自己熟悉的专业及学术领域的讲义乃至教科书；二
是选择自己最有兴趣、最看重的题目，集中精力进行终生的研究。
”我相信，这一名言不仅是许多日本民法学家的治学座右铭，也是许多中国民法学者所赞佩的学术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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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以新的理念和新的形式对债法基本理论进行新的解说。
论其特点，大抵有如下几端： 第一，在整体观念上，以“问题”和“规范”为核心，而不囿于概念之
演绎。
 第二，在内容上推陈出新，对债法总论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提出独到的理解。
 第三，在结构形式上，虽然还不能也不必突破按“定义”、“特征”、“构成要件”和“意义”表述
的教科书传统定式，但其结构安排、语言风格等都有所更新。
 书中以“延伸思考”、“延伸阅读”、“注意问题”等板块，将一般内容与重点内容、基础内容和拓
展内容相区分，便于读者阅读。
而且，本书力求用简洁的语言切入实际问题，避免核心观点和体系感因繁琐的学说引用和素材堆砌而
被淹没。
本书还运用案例解说法，便于读者把握抽象理论所指向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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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债与债法　　第一节 债的发生和债的概念　　一、债的发生　　（一）债的发生原因及
其正当化论证　　权利概念的一个重要的内涵是正当性。
一个人在享有针对别人的债权之时需要有正当的理由；而反过来，一个人对别人承担义务也需要正当
化的理由。
我们在讨论债的发生的原因的时候，也是在讨论债的正当化。
　　1．合同和其他法律行为　　合同、遗嘱以及团体设立行为等是意定之债（或者约定之债）发生
的原因，其中，合同是最主要的原因。
　　设例：乙聘任甲为自己酒店的总经理，并约定乙在去职后两年内不得从事类似酒店的管理工作。
　　约定之债来自当事人的约定。
这是自己为自己设定的、经自己同意而正当化的义务。
我之所以要承担某一债务是因为我“愿意”这样，是我的“自由意志”选择（意思自治）的结果。
即当事人自己的“同意”为其承担债务提供了正当性理由。
　　当事人通过合同等积极地为自己设定义务、取得权利，安排自己未来经济生活。
这是债产生的积极的方式。
庞德说过：财富，在一个商业的时代，大部分是由允诺所构成。
法律执行当事人自愿为自己设定的义务，为财富的流转和增长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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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是他在留学日本东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归来后潜心工作的成果。
我曾笑言：赵廉慧博士留学于我妻先生当年执教之所，必得先生学术遗风之真传。
读过本书文稿，始信此言不谬。
　　——王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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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学教授有两大任务：一是写出自己熟悉的专业及学术领域的讲义乃至教科书；二是选择自己
最有兴趣、最看重的题目，集中精力进行终生的研究。
”我相信，这一名言不仅是许多日本民法学家的治学座右铭，也是许多中国民法学者所赞佩的学术境
界。
　　我的同事赵廉慧博士，新近撰写了《债法总论要义》一书。
这是他在留学日本东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归来后潜心工作的成果。
我曾笑言：赵廉慧博士留学于我妻先生当年执教之所，必得先生学术遗风之真传。
读过本书文稿，始信此言不谬。
　　——王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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