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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澄清担保物权基本法律概念为起点，回顾了担保物权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深入研究了担保
物权的基本理论、基本制度及其在实践中的面临的前沿法律问题。
除运用法解释学方法对我国物权担保制度的核心内容进行深入研究之外，本书研究了《物权法》和《
担保法》框架下的担保物权制度的主要差异以及在法律适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尤其对于司法实践中仁智互见、尚无定论的担保物权案件，本书没有选择回避，而是竭力提出、分析
和解决法律争议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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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海燕女，安徽省安庆市人，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9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民商法博士学位。
1998年8月至10月，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学院进行短期访问研究。
2005年10月至12月，应邀赴香港城市大学用英语讲授中国民法。
2008年9月至2009年9月，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法学院从事访问研究。
已出版《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的法律问题研究》、《英美代理法研究》等个人专著3部，并在《法学
评论》、《政法论坛》、《法学研究》和《法学》等法学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参加《中国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科研项目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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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理论上讲，除了最高额抵押权和最高额质权的情形，担保物权所担保的主债权在取
得担保物权时就必须是特定的。
主债权特定的要求对担保物权人和担保人的意义都非常重大，对主债权数额认定的不同，担保人所承
担的义务和担保物权人所能得到的保障的程度就不同。
 （二）利息 利息，指由本债权所生的孳息，本质上属于法定孳息，因而它与主债权具有不可分性。
就其类型而言，包括法定利息和约定利息，银行贷款利息属于典型的法定利息，民间借贷中贷款人和
借款人之间约定的利息即为约定利息。
理论上讲，担保物权担保的利息涵盖以上两种类型。
但因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曾颁布的司法解释①中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
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
因而，此处的约定利息应当为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数额。
 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是，这里的利息是否包括罚息？
我国现行法律还未明文规定，笔者认为担保物权担保的范围应当包括罚息，只是应当有两个限制条件
：其一是为了防止担保物权人长期不行使债权而获取更多的罚息，应该考虑对发生罚息的期间有一个
限制，例如以担保物权人实现担保物权前两年为限，以保护担保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其二是在民
间借贷的情形下，罚息不应当超过国家法规规定的比例①，超过部分不受保护。
 （三）违约金 违约金，通常情况下是合同关系中的当事人约定在履约方不履行债务或者不适当履行
债务时一方应当支付给另一方的货币金额，表现形式为数额或者比例，但数量是明确和固定的。
学理上将违约金划分为补偿性违约金和惩罚性违约金，虽然有学者认为“当事人有违约金约定者，无
论其为惩罚性之违约金或为损害额之预定，依登记而属于抵押权担保的范围”②，但由于我国司法机
关对违约金定性③为以补偿性为原则，以惩罚性为例外，故将此处的违约金理解为补偿性质的违约金
，一般最高不会超过实际损失的百分之三十④。
 （四）损害赔偿金 损害赔偿金产生的原因包括违约和侵权。
学界对是否应当把损害赔偿金纳入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存有争议，最集中体现在由学者拟定的《中国
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两个版本中对抵押权担保范围的规定上⑤。
严格意义上讲，争议由违约所引起的损害赔偿金所致，因为早在《担保法司法解释》中第90条就已经
规定了出质人对质物隐蔽瑕疵造成质权人其他财产损害的赔偿责任。
《物权法》虽然规定了损害赔偿金属于担保范围，但因为损害赔偿金事先无法定量的天然属性，仍然
有学者认为“对于事后由法院或仲裁机构确定的赔偿金，可视其为担保物权的效力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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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权担保前沿理论与实务探讨》的作者均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不仅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而且具
有丰富的实务经验。
他们写作的内容既涉及法学原理与前沿理论的探讨，又包括大量对法律实务操作难题的细致论述。
这就使得本套丛书不仅可以作为学者研究的参考素材，而且可以作为研究生的教材教参，更适合作为
商业领域法律实务工作者的从业指导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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