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说汇纂.第2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学说汇纂.第2卷>>

13位ISBN编号：9787802473867

10位ISBN编号：7802473861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时间：知识产权出版社

作者：费安玲 主编

页数：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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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说汇纂.第2卷>>

内容概要

古人云：他山之石，为我所用。
固然“为我所用”是最终的目的追求，但是，“用”的前提是对他山之石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其
进行分析与研究。
虽说法律首先具有民族性或国家性或地域性，但是任何法律的发展又无法远离不同民族或国家或地域
法律文化之间信息交流的长河而顾影自怜。
为此，法学的学习与研究需要黄石公先生所说的那样一种精神，即“博学切问，所以广知”。
因此，学会交流、学会在交流中发现、学会在发现中汲取、学会在汲取中发展，这是中国当代法学界
现在与未来的思维与视野中无法忽视的内容。
    上述思考构成本书宗旨之核心。
本卷收录的作品，固然有其特点，但其中最主要的特点是，本卷的作品多来自于我们在20Q7年5月在
罗马举办的中国学者罗马法高级研究班中的意大利学者的研究报告。
2007年5月1～15日，在举世闻名的充满文化古韵的罗马，在名画环绕、令观赏者流连忘返
的Campito11i0博物馆会议厅内，来自国内15所大学的18位中国教授与意大利的多位罗马法教授、私法
学教授开始了为期15天的学习和研讨。
在研究班内，14位意大利学者分别就罗马法、意大利民法的一些理论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
这些见解对我们了解罗马法、意大利民法均有较大帮助。
如果将它们“雪藏”，不仅不利于我们的法学发展，也是资源的浪费。
为此，在获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我们组织在意大利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年轻学者们共同对意大
利学者们的报告进行了翻译，丁玫、费安玲、刘家安、陈汉等对这些译文分别进行了校对。
我们希望通过本书将这些作品展示在中国法律人的面前，使他们在逐渐的知识信息视野中又出现了一
些值得关注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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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用益权制度的基本特点讨论用益权制度，有必要简要地再论述一下这一制度的基本特点。
用益权是由法学家们作为一种“他物权”建构出来的。
这种针对他人之物的权利，被界定为是针对他人的有体物和非消耗物，在不改变物的经济用途的前提
下，对物的使用和享用的权利，当这一权利消灭的时候，用益物必须返还给其所有人。
这一定义可以归于罗马法学家保罗，其中体现了一个很长的概念变迁过程。
用益权的概念受到那个时代强调他物权的价值，并且试图对他物权的内容和特征进行科学界定的理论
思潮的影响。
这在萨尔维·尤里安（SalvioGiLlliano）那里体现得特别清楚，保罗很清楚地知道这一制度的发展起源
于一个元老院决议。
关于这一元老院决定颁布的年代是在元首制时期的说法受到置疑，而倾向于将其颁布的时间归于共和
国末期，该元老院决议允许针对处于一个人的财产中的所有的物来设立用益权，因此就可以针对金钱
和消耗物而设立所谓的准用益权。
用益权中所包含的享用作为用益权客体的物的产出的权能，允许用益权人收取用益物的自然的和法定
的孳息（例如一个房屋的租金）。
但是为了保护物的所有人的利益，用益权人可以被基于裁判官的命令而设立用益权保证，以此作为用
益权人行使其权利的前提。
这一保证的目的是确保用益权人合理地使用处于用益权之下的物，用益权人对物的使用是否合理的判
断，所依据的标准是一个“善良的人”的标准。
这样的保证试图排除任何恶意的行使用益权的行为，并且保证返还用益物（用益权人的保证，因此包
括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涉及对物的使用，另外一方面涉及物的返还）。
但是，如果用益物的确不能返还，另外一个元老院颁布的保证程式，则试图确保用益物的价金的返还
。
正是基于这一程式，其实就可以说，如果是针对消耗物设立用益权，那么用益权人在获得用益权的时
候其实就同时获得用益物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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