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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是权利法，其全部制度设计皆围绕权利这一是心而展开。
全书共分四部分，绪论介绍了民法与民法学、民法的渊源、民法的作用和效力范围、民法与相关法律
部门；第一编民法总论，涉及民法的概念、民法的调整对象、民法的性质、民法的基本原则、民事法
律关系、主体制度、法律行为及代理制度、时效制度；第二编物权，包括物权总论、所有权、用益物
权、担保物权、占有等内容；第三编债权，由债权总论、侵权行为之债、不当得利之债和无因管理之
债构成。
　　《21世纪高等院校网络教育示范教材：民法学》既适合现代远程成人本科教育特点，亦可作为高
职高专及各类成人高等教育相关专业的选修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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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民法总论　　第一章 民法概述　　第一节民法的概念　　一、民法的语源和制度源　　
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孕育“民法”的适宜土壤。
在当代，用来标注我国基本部门法民法的“民法”一词并非我国古来就有，它是个外来语，来源于古
罗马的“市民法”。
市民法，是对市民相互关系加以规制的法，即市民社会的法。
市民社会是市民交往的总和，是用以揭示社会与国家关系而提出的术语，是“作为政治国家对立物、
由市民的交往或者组织构成的社会存在”。
马克思将市民社会定义为经济社会，亦即经济基础。
所谓市民，其本义是城市居民，但历史含义，却是商品生产者，或者市场经济社　　会的成员。
　　按照我国民法学者的通行观点，用汉字“民法”这一语词称谓近现代作为一个基本部门法的民法
，是日本学者在明治维新时期介绍欧洲法律文明时所创。
由日本学者津田真道于1868年译自荷兰语。
而荷兰语又是拉丁语的转译。
无论拉丁语抑或荷兰语及其他欧洲国家相当于“民法”的语词，其原义皆为“市民法”，只是被津田
真道在翻译时省略地译为“民法”，于是，便有了今天日本、韩国和中国特有的法律术语——民法。
20世纪初，津田真道译名的“民法”由日本传入中国。
　　对于津田真道的译名，我国有学者认为：“日本学者在翻译欧洲国家法律中的前述术语时，不直
接译为‘市民法’，而译为‘民法’，颇具匠心，充分考虑了东方幅员辽阔的乡村社会与欧洲以城市
为中心的城邦社会的差别，以及由此决定的对‘市民’这一术语的不同理解。
欧洲的古代社会是一个城邦国家林立的社会，一个城邦的市民亦即一个城邦国家的国民。
古代的罗马城邦国家如此，古代欧洲的其他城邦国家也是如此。
于是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形成了市民亦即国民、公民的概念。
‘市民法’这一术语在罗马语言中亦即同时具有罗马人的法、罗马民族的法的含义。
然而在日本和中国的东方社会，‘市民’即‘城市人，，是与‘乡村人’相对应的概念，并不具有‘
公民’的含义，惟‘民’才能概括‘城市人，与‘乡村人’，具有一国所有人的含义。
”　　对于津田真道的译名，也有学者认为将“市民法”译为“民法”，模糊了市民法的本质和性格
，丢失了市民法所传达的太多的文化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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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学内容丰富庞博，理论深厚。
只掌握民法学的个别制度、个别原理，而缺乏对整个民法学系统、完整的理解，是难以学好民法学的
。
《21世纪高等院校网络教育示范教材：民法学》主要针对网络教育的特点，结合自己多年教学实践，
尽量以通俗简练的语言从体系角度对每一项民事法律制度进行分析和阐述，以便使网络教育学员形成
具有内在联系的民法体系观念。
可作为高职高专及各类成人高等教育相关专业的选修教材。
　　《21世纪高等院校网络教育示范教材》主要是为通过网络教育攻读本、专科学历的在职成人编写
的，同时可供高职高专及各类成人高等教育在教学中使用，也可供普通高校的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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