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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债法作为民法体系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制度重要的市场调节规范。
为体现法的现实意义，作者通过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积累，撰写了本书。
在撰写过程中，作者力求体现我国民商法的发展历程，反映民法理论研究的新成果，结合具有重大法
学意义的司法实践问题和经验，以使其具有理论研究性和现实指导性。
　　本书由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毛立新撰写第一至第九章、于慎鸿撰写第十至第十四章。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们参考和引用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同时，也感谢有关部门领导和学科老教授们的指导，以及本书出版单位和编辑的大力支持。
在此，也对本书撰写、出版提供帮助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撰写时间仓促，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有疏漏、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有关专家学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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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债法作为民法体系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制度重要的市场调节规范。
为体现法的现实意义，作者通过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积累，撰写了《债法理论与实践》。
在撰写过程中，作者力求体现我国民商法的发展历程，反映民法理论研究的新成果，结合具有重大法
学意义的司法实践问题和经验，以使其具有理论研究性和现实指导性。
　　《债法理论与实践》由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毛立新撰写第一至第九章、于慎鸿撰写第十至第
十四章。
在《债法理论与实践》的撰写过程中，我们参考和引用了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谨向他们表
示诚挚的谢意。
同时，也感谢有关部门领导和学科老教授们的指导，以及《债法理论与实践》出版单位和编辑的大力
支持。
在此，也对《债法理论与实践》撰写、出版提供帮助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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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首先，没有了债权法总则，各种具体的债法制度就不能成为一个统一体，债权法就无法作为一编
而存在，这对民法典的内在体系化的建构就造成巨大的困难。
　　其次，债权法独立成编，可以突出债权法在民法典中的重要地位。
债权法总则的设立对整个债法的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设立债权法总则可增加法典形式上的合理性。
　　再次，就债权法总则对民法典的影响而言，虽然适用了近200年的《法国民法典》没有独立的债编
，但是从债法内部逻辑性来看，法典的编是表明民法典最基本的结构层次的，物权法包含物权的一般
理论，应当与债权法里的债法总则、合同、侵权相对应。
如果物权法分解为物权法总则、所有权法、用益物权法和担保物权法，债权法编就可分解为债法总则
、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三编。
　　二、设立债法总则的历史沿革　　债的概念起源于罗马法，它是在罗马法里各种有名契约的基础
上产生，并在其约束力具有财产性质后，吸收了已经独立存在的私犯为债因稳步发展的。
契约、准契约、私犯、准私犯作为债的渊源得到了后世大陆法系国家民法的继承与发扬。
《法国民法典》制定时，尽管立法者认识到契约的重要性，但未突破罗马法的传统将债法从物法中分
离出来，债法还只是作为取得财产的手段而成为物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国民法典》对罗马法中债法制度的继承体现在其第三编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之中，而且仅对罗马
法上契约、准契约、私犯、准私犯等各种债因进行了简单的分类归纳，形成所谓的“契约或合意之债
”与“非因合意而发生的债”，后者包括了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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