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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我国现行法律及相关规范为主要依据，注重民法理论与司法实务的结合。
书中共分五编二十八章，介绍了民法总论、人身权、物权、债权及侵权责任法的具体内容。
全书除对基本理论、具体制度进行介绍外，还增加了导学、知识网络图、讨论交流或知识延伸以及丰
富的复习题，另外在每部分知识后面专门附录了相关的法律规范。

　　本书不但是系统阐述民法理论和制度的教材，而且也是了解相关法律规范的工具书，适合法学专
业不同层次学生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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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可消耗物是经一次有效使用就灭失或改变其原有状态的物。
不可消耗物是可长期使用、通过逐渐磨损实现其经济价值的物。
尽管同为使用他人之物，借用合同和租赁合同只能以不可消耗物为标的物。
9）单一物、合成物和聚合物单一物为能独立成为个体而存在的物，如一头牛。
合成物为由几个或许多物所组成的独立物，如房屋。
聚合物为由多数物的集合而各物仍保持其独立存在形式的物，如工厂、图书馆、羊群等。
若合成物中的一物为第三人所有，则他不能请求返还原物，而只能取得金钱补偿，以避免损害社会财
富。
但聚合物中的一物为第三人所有时，他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因为这样做不会损害物的经济价值。
对于聚合物，可以买卖其中的一部分物，也可对聚合物的整体进行买卖。
以上是传统的分类，物也可以通过以下标准进行分类。
1）人格财产与可替代财产前者指与人格紧密相连、其灭失造成的痛苦无法通过替代物补救的财产。
相反的概念是可替代财产，其中最典型的是金钱。
人格财产与可替代财产的分类有现实的法律意义。
首先，人格财产是特定物的一种类型，人格财产概念的出现丰富和细化了特定物理论。
另外，民法中本来就有对特定物的保护优于对种类物的保护的原则，它现在更可细化为人格财产比可
替代财产受更强的法律保护的原则。
最后，在继承法中要妥善安排人格财产的归属。
因为被继承的人格财产属于家族团体，将之分割将损害其价值，将之归于某一成员又会否定此等财产
的团体所属的性质，因此、必须把此等财产交团体中的适当人取得或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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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学》是高等学校法学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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