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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材的修订是为了吸收国内外法学研究、法学教育的新成果、新经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努力做到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的统一。
　　本教材从1994年初版以来，到今年已进行六次修订、再版，使其与时俱进，不断成熟，日臻完善
。
实际上，这本教材在国内已成为最有影响的民法教材，颇受广大读者的好评。
　　这次教材修订主要目的是为了对近几年新颁布的法律、法规进行补充、修订和阐述。
如《侵权责任法》以及有关知识产权法等。
这次修订将使《民法学》能够保持其理论观点的前沿性以及与国内法律现状的契合性。
在此次修订过程中还不免有缺漏之处，望广大读者仍能一如既往地给予我们更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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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万林，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研究生部毕业。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校务委员会委员、院学术委员，兼任上海人民政府参事。
《法学》、《上海法学研究》编委及审稿人。
《辞海》、《经济大辞典》、《民商法辞典》等辞书撰稿人。
主要著作有：《民法原理》（全国统编教材）、《民法学》（主编，上海普通高校“九五”重点教材
）、《法汉大辞典》、《国家赔偿法原理》等，发表论文约一百多篇。
编译《外国民法资料选编》、《国外法学知识译丛》（民法、商法等分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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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编　民法总论　第一章　民法的概念和适用　　第一节　民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　　第
二节　民法的性质　　第三节　民法与相邻法律部门的关系　　第四节　民法的渊源　　第五节　民
法的适用范围　　第六节　民法的解释和适用　第二章　民法基本原则　　第一节　民法基本原则概
述　　第二节　民法基本原则　第三章　民事法律关系　　第一节　民事法律关系概述　　第二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第三节　民事法律事实　第四章　自然人　　第一节　自然人的能力　　第
二节　监护　　第三节　住所　　第四节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第五章　法人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法人的成立　　第三节　法人的能力　　第四节　法人的机关和民事责任　　第五节　法
人的变更、消灭和清算　第六章　合伙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合伙　　第三节　家庭合伙一
一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　第七章　法律行为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法律行为的成立
　　第三节　法律行为的有效　　第四节　法律行为的样式　第八章　代理　　第一节　概述　　第
二节　代理权的行使　　第三节　无权代理　　第四节　代理关系的消灭　第九章　诉讼时效和期限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诉讼时效的运作　　第三节　诉讼时效完成后的法律效果　　第四节
　期限第二编　人身权　第十章　人身权概述　　第一节　人身权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人身权
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　　第三节　人身权法律关系　第十一章　人身权种类和内容　　第一节　生命
权、身体权与健康权　　第二节　姓名权、名称权与肖像权　　第三节　名誉权与荣誉权　　第四节
　信用权　　第五节　自由权　　第六节　人格尊严权与隐私权　　第七节　家庭成员之间的身份权
　第十二章　人身权的法律保护　　第一节　保护人身权的意义　　第二节　人身权的法律保护　　
第三节　人身权保护中的几个法律问题第三编　物权第四编　知识产权第五编　债权第六编　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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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中国在长期的社会中，没有形成独立、系统的民法，民事法律显得比较落后，分析其原因是
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主要是：①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个体农民经济是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农业
与手工业相结合，它们的生产规模狭小而且又分散，并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自然经济为主。
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经济显得极为孱弱，甚至不存在商品交换的问题，民法的调整被限制在极狭窄的
范围内。
历代统治者又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把“重农抑商”奉为基本国策，使我国社会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受到严重的束缚和遏制。
②封建社会各朝代都有比较完整的刑法，并以此来镇压人民，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
封建统治者并不重视运用民事手段来调整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更由于封建专制独裁，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这就决定了调整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必然是采取行政手
段，上令下行，专横独霸。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使得以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为主要任务的民法，在中国长期得不到发展。
直到1911年，当时的清朝政府才制定出中国第一部民法典草案（即《大清民律草案》）。
这部法典是由清政府派沈家本、俞廉三等为修订法律大臣，并聘请日本法学家志甲钾太郎、松罔正义
起草。
该《法典》共分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5编，共33章1569条。
《法典》主要内容取自于《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同时也保留了中国封
建社会的民事法律原则。
后来，《法典》还没有来得及公布实施，清政府就被推翻了。
1925年，北洋军阀政府在《大清民律草案》的基础上编纂完成了《中华民国民律草案》，其内容与《
大清民律草案》较相似，但后来也没有公布施行。
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由立法院设立民法起草委员会着手起草民法典，于1929年至1930年先后颁布
总则、债、物权、亲属和继承5编，共1225条，并于1931年5月施行。
这部法典是以《大清民律草案》和《中华民国民律草案》为基础制定的。
其内容基本上抄袭了德国、瑞士、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民法的原则及大量条文，同时又保存了许多封
建的传统。
民法典被列为国民党政府的《六法》的重要内容，现仍在我国台湾省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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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学(第7版)》：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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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