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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总论(第2版)》(作者李永军)的修改并没有改变其基本的风格和框架，其仍然本着“体系统一、
结构清晰、便于教学、利于接受”的宗旨，力图一直保持其“最受读者喜欢的教科书”的地位。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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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永军，1964年10月生，山东人。
民商法博士、博士后，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合同法原理》、《破产法律制度》、《破产重整制度研究》、《票据法理论与实务》
、《商法》等。
主要学术文章有：《我国法上真的不存在物权行为吗?》、《契约效力的根源及其正当化说明理论》、
《我国合同法是否需要独立的预期违约制度》、《破产、和解与重整制度比较研究》、《论破产原因
》、《破产犯罪的比较研究》、《论破产程序中的取回权》、《论破产法上的免责制度》、《重申破
产法的私法精神》、《私法中的人文主义及其衰落》、《论商法的传统与理性基础》、《从契约自由
的基础看其在现代合同法上的地位》、《论和解与重整的差异与价值考量》、《私法中的人文主义及
其衰落》、《从契约自由的基础看其在现代合同法上的地位》、《合同法上的错误及其法律救济》、
《论权利能力的本质》等。

李永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破产法起草小组成员；1995年获得国家博士后
优秀研究奖；1995年获得国家教委对优秀回国留学生科研启动资助；1995年：获得政法大学曾宪梓教
学奖；1998年获得霍英东科研基金资助；1997年到1998年连续被评为中国政法大学优秀教师；2000年6
月被中国政法大学评为曾宪梓教学奖一等奖；2001年被列入北京“百人工程”培养人选；2002年被中
国政法大学本科生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2002年被中国政法大学评为“杰出青年教师”并获
得“杰出青年教师基金”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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