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国不动产登记的理论与实践>>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国不动产登记的理论与实践>>

13位ISBN编号：9787513013840

10位ISBN编号：7513013845

出版时间：2012-8

出版时间：知识产权出版社

作者：范利平

页数：411

字数：38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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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不动产登记的理论与实践>>

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出台，要求我国不动产登记机关进行规范的不动产登记，然而我国不动
产登记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存在诸多问题。
范利平编写的《我国不动产登记的理论与实践》认为不动产登记的效力是公示财产状态，主要是一种
公法性质的特殊行为，同时登记簿的查阅应当对公众开放。
《我国不动产登记的理论与实践》对预告、更正、异议、初始、代理登记等制度内容进行探讨，同时
也对其他与物权登记有关的制度进行梳理。

《我国不动产登记的理论与实践》可供法学的学习者、研究者等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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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利平，女，1961年生，祖籍四川，1983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从事法学教育工作近30年，现
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师，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民商法、立法法、行政法、港澳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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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动产异议登记制度的建立，不仅能够克服不动产登记公示、公信绝对化弊端，弥补更正登记程
序的烦琐，充实、完善我国的不动产登记体系，达到公信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更重要的是该制度对于
实践中保护不动产真实权利人的物权利益、警示善意第三人谨慎交易、维护不动产交易的秩序及安全
、充分发挥物的效用等方面具有重大的价值。
　　（一）理论价值　　1.克服登记公信力绝对化，实现公信与公平统一　　不动产异议登记能够克
服当前大陆法系国家以登记权利状态判断不动产权利归属这一做法的绝对化弊端，实现公信与公平的
统一。
在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要件主义”的立法模式下，登记是维护不动产有效流转的重要保证，法律正
是通过赋予对登记的公信力以推定不动产权利的正确性来判定权利归属的。
即当一项不动产真实权利状态不确定而只有权利表现形式——不动产登记簿时，法律即推定该不动产
登记簿上所记载的事项是正确的，登记簿上的登记权利人即是真实权利人。
即使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与事实不符，且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登记对于任意第三人来说，法律均推定
为正确。
立法者的这种设置主要是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维护不动产交易的秩序与安全，但是，真实权利人
与登记权利人不一致时，就有可能损害真实权利人的利益。
例如，一项不动产事实上为张三所有，在进行产权登记时由于登记机构的失误登记在了李四的名下，
此时李四得知后若将该不动产卖给任意善意第三人，根据不动产登记的权利推定正确效力，任意第三
人可以通过善意取得而得到该不动产，则作为实际权利人的张三就从物权人转变为债权人了，其利益
明显遭到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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