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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十章，内容包括：用益物权的基本理论、用益物权制度的体系结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与
类型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制度构造、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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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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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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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从这些规定来看，一方面，附着物包括了建筑物和构筑物；另一方面，其又区别于青苗等土地上
自然出产的物。
因此，其内涵应当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条中所言的房屋相同。
有学者主张，我国法律中的附着物还包括土地上的竹木，但是，从前述规定来看，附着物和土地使用
权的处分应当一并进行，而在我国法律中，林木为独立的物，《担保法》等法律在要求房屋(包括建筑
物和构筑物)与土地使用权一并抵押①的同时，却未对林木与土地使用权一并抵押进行规定，因此，很
难认为林木属于我国法律中的附着物。
    值得注意的是，《物权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2条规定：“不动产指土地以及建筑物等土地附着
物”。
这就明确采用了附着物的概念，其内涵等同于现行法律中的定着物，实际上是以附着物的概念取代了
现行法律中的定着物的概念。
但笔者认为，此种表述未尽妥当，理由在于：一方面，《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条对房屋的定义有
其不足之处，该界定对房屋一词同时采纳了其广义和狭义，显然不合逻辑。
而且，在日常生活用语中，房屋的概念较为狭窄，法律概念过分脱离实际生活也未尽妥当。
这就有必要在立法中创设一个概念，来取代现行法律中广义的房屋概念。
而现行法律中的附着物恰好发挥了这一功能。
另一方面，我国法律中已经有了定着物的概念，定着物与土地共同构成了不动产。
因此，如果以附着物的概念取代现行定着物的概念，似无必要；而且，对于建筑物和构筑物这两种土
地上的人工构造物，也缺乏一上位概念来概括。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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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涵盖了物权法用益物权的全部内容，十分系统与全面。
作者用简练、清晰的语言，密切结合物权法各次草案的规定，阐述了用益物权的基本理论、精神、制
度与规则，分析和建构各项用益物权形态的具体内容，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观点与看法，具有相当的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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