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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于1988年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开始考虑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问
题。
时值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内地遭遇学术著作出版难，尤其未成名的年轻学者的学术著作出版更难。
遂仿照王泽鉴先生担任台湾大学法律学系主任时编辑出版《台大法学丛书》的办法，编辑出版《中国
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
预计用二十年时间，出版100部民商法专题研究著作。
　　其编辑宗旨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广泛参考发达国家和地区
民商事立法的成功经验和最新判例学说，深入研究民商法的基本理论和实践中的重大法律问题，为中
国民商事立法的现代化和民商事审判实务的科学化提供科学的法理基础，提升民商法理论水平，推出
民商法理论研究人才，使中国民商法理论研究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著作之人选丛书，不论作者职称、地位、亲疏，以学术性为唯一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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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编辑宗旨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实广
泛参考发达国家和地区民商事立法的成功经验和最新判例学说，深入研究民商法的基本理论和的重大
法律问题，为中国民商事立法的现代化和民商事审判实务的科学化提供科学的法理基础，商法理论水
平，推出民商法理论研究人才，使中国民商法理论研究尽快赶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作之入选丛书，
不论作者职称、地位、亲疏，以学术性为唯一考量。
　　制度意义的权利外观责任是民法虚像规范模式中虚像优于实像的规范模式，是区别于益赔偿责任
的积极的信赖保护模式，是自己责任的扩充和补充。
作为民事认识对象的权利性和意思的内在无形，认识主体的有限理性，以及由行动的必要性和实践的
紧迫性决定的识目的的确信真实，构成了作为权利外观责任认识论基础的客观主义民事认识方法论的
主倒效力意义上的权利外观责任其本质为一种容忍的义务，而不是严格意义的法律责任类型其所欲”
式而不是“姑以真论”式的权利外观责任效力评价模式中，外观信赖人获得其原的法律效果，而外观
责任人必须容忍。
　　除善意取得、表见代理等典型权利外观责任制度外，比照权利外观责任的构成，实定诸种不得对
抗规则同属法律教义学上的权利外观责任规范。
　　通过论证，本书提出应当从法律教义学上统合权利外观责任，建立以主观诚信为基才以信赖保护
为制度宗旨，以理性受意人角度的意思表示解释方法为基本原理基础，统领民门具体外观制度规范的
权利外观责任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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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权利外观责任的责任主体即外观责任人不存在违反法定义务之情事，其仅仅是赋予了权利虚像一
定的原因，有时甚至仅仅是由于风险负担范围的划定而导致，难谓第二性义务的负担，所以此“责任
”非彼责任。
因而，从性质上看，权利表见责任属第一性的义务，而非作为第二性义务的责任。
　　并且，从表现方式看，权利外观责任与不作为义务有共同之处，都较消极，权利外观责任较之不
作为义务其消极性更甚。
不作为即有所不为，不作为义务是义务主体不实施法定或约定禁止的行为的义务，权利外观责任则表
现为对因他人的直接原因或非因个人的真实意志而导致的与己有关的法律状态的消极接受，其本应行
使的权利不得再行使——如善意取得中的真权利人，在第三人善意取得后，即不得再行使其原来享有
的所有权，或本不应承担的义务不得不承担，如表见代理中的本人，不得不因他人“以假乱真”的无
权代理行为，以及法律对该无权代理行为“姑以真论”的态度而承担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
因此，权利外观责任是一种区别于一般义务的法律上的拘束，德国学者称这种法律上的拘束为容忍义
务，对此，德国著名民法学家冯·图尔认为，“对于容忍义务，从概念上看是指某人有义务不提出反
对或异议，但这种反对或异议他本来是有权提出的”我国著名民法学家史尚宽在其著作中有类似阐述
：“义务，为法律上应受一定作为或不作为之拘束，即不问自己意思如何，不得不履行之。
义务之内容，为作为或不作为。
即积极的有为某行为之义务，与消极的有不为某行为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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