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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五篇专题研究不同时期的俄罗斯民法典编纂的论文构成，分别涉及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亚历
山大一世时期、尼古拉一世时期、亚历山大三世时期和苏维埃时期，几乎囊括了在仅两百年的俄罗斯
现代化转型进程中所有最重要的（民）法典编纂活动。
俄罗斯民法典编纂史是当前民法学界研究民法的焦点之一，作为世界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俄罗斯
民法典的发展过程给了我们对民法历史发展重要的研究资料，作者从多方面多层次翻译研究历史上俄
罗斯民法典的历次编纂，以期通过详实的调查研究，为我国的民法发展提供经验教训之上的更高层次
的启迪。

 总之，这是一部既有实用价值也有理论价值的著作，颇值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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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建文，1977年生于河南邓州，法学博士，法学博士后，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
师，西南政法大学俄罗斯法研究中心（ицрп）主任，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信息法制研究所所长。
主要从事公共财产法、中俄比较私法研究。
近年来，在《法律科学》、《法学杂志》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70多篇。
出版专著两部：《转型时期的国家所有权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俄罗斯知识产权立
法法典化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译著一部：《俄罗斯知识产权法》（知识产权出版
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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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叶卡捷琳娜二世新法典编纂委员会的活动及其历史意义
　一、新法典编纂活动的时代背景：欧洲开明专制主义与俄国法制思想
　二、新法典编纂委员会的组成与立法指导思想
　三、新法典编纂委员会所讨论的立法内容
　四、新法典编纂委员会失败的原因
　五、新法典编纂活动的历史意义
以《拿破仑法典》为蓝本的俄罗斯帝国民法典编纂运动
　一、斯佩兰斯基领导的法典编纂运动
　二、斯佩兰斯基民法典草案的体系结构与主要内容
　三、斯佩兰斯基被流放后的法典编纂工作
　四、以《拿破仑法典》为蓝本的俄罗斯帝国民法典编纂失败的启示
俄罗斯帝国《民事法律汇编》的结构、本质与意义
　一、《民事法律汇编》的结构
　二、《民事法律汇编》的本质
　三、《民事法律汇编》的历史评价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民法典编纂
　一、前言
　二、环境与条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帝国民事立法的状况
　三、1882年～1917年俄罗斯民法典编纂活动的状况
　四、俄罗斯帝国民法典草案的比较分析
1922年《苏俄民法典》编纂史研究
　一、对1922年《苏俄民法典》的总体评价
　二、1922年《苏俄民法典》的编纂背景：列宁的法典编纂思想与法制理念
　三、1922年《苏俄民法典》编纂的立法渊源
　四、1922年《苏俄民法典》的编纂进程
　五、1922年《苏俄民法典》的基本内容
　六、1922年《苏俄民法典》后来的命运
　七、1922年《苏俄民法典》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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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俄罗斯关于苏维埃民法和《苏俄民法典》的历史有已经很多研究成果了，但是绝大部分
都是苏联时代民法学家们的著作，而且奠基性著作都是在50多年前，即该民法典生效期间写成的。
不少著作都是当时的民法典起草的参与者和通过的见证者，似乎他们的观点更为权威。
其实不然，一方面，他们往往是在一种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表达自己的主观观点和评价，因而具有较强
烈的意识形态的观点。
而另一方面，对目前而言，许多著作已经有些过时了，而现在又发现了不少新的资料，特别是档案资
料。
因此，完全有必要使用当代比较新的资料并站在目前的立场上去追溯当时的历史事件，去发现在大陆
国家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新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缔造的艰辛。
可以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民法典编纂是非常成功的，它不仅拥有客观条件所决定的缺
陷，而且也拥有许多优点。
《苏俄民法典》保护了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领域中的统治，规定了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
体的特权；在《民法典中》也规定了在苏维埃社会中在向新经济政策转变时期所形成的财产关系。
在后来的苏维埃民法的发展中，《苏俄民法典》涉及新经济政策方面的规定，遭遇了实质性的修改，
这在任何民法典的发展过程中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该民法典中所奠定的基础却得以在很多方
面被保留下来且至今仍然有效。
 二、1922年《苏俄民法典》的编纂背景：列宁的法典编纂思想与法制理念 《苏俄民法典》的编纂背景
问题主要是回答为何革命者一方面在以破坏一切旧事物的精神打碎旧的社会组织与治理手段的同时，
而另一方面又制定了通常被认为是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的民法典？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将从两个方面进行，首先，从宏观层面，考察列宁等革命家的法典编纂思想与法
制理念，廓清1922年《苏俄民法典》制定时苏俄统治阶层的对法典编纂和法制思想的一般态度与观念
，回答法典对于苏俄统治阶层的一般必要性问题。
其次，从微观的层面，考察民法典编纂本身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必要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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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俄罗斯民法典编纂史研究》是西南政法大学俄罗斯法研究中心推出的有一部著作，也是西南政法大
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建设项目“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民法典完善跟踪研究——比较与借鉴”的阶段
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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