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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监护制度源远流长，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家族本位到个人本位的演进过程。
随着时代的更替和社会条件的变化，传统的监护制度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调整当代社会监护关系的客观
需要，监护法也呈现出部分公法化的发展趋势。
本书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各国的监护制度为比较研究的主要对象，内容兼及未成年人监护和成年人
监护。
上述两大法系的监护制度虽然各具特色，如大陆法系分设亲权和监护，英美法系则无亲权之设，统称
为监护；其实，两者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
综览全书，我深切地感到，比较研究并不是作者的目的，只是一种方法和手段。
立足于我国的现实，通过借鉴和选择，为完善我国的监护制度作理论上的准备，这才是作者的学术追
求。
　　本书的第一作者王竹青女士，曾师从我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其为人也，秀外慧中，好学敏求，监护制度是她较长期地悉心研究的领域之一。
这部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专著，资料翔实、丰富，评析深刻、全面，关于完善监护法
制的基本思路和具体主张也是颇有见地的。
名日比较研究，实际上是一篇改革监护制度的建议书，一幅新监护制度的初步设计图。
　　毋庸讳言，我国古代的礼与法中虽然已有涉及监护的内容，但监护制度的近现代化是起步较晚的
。
清末民初的两部民律草案均未付诸实施，1930年《民法·亲属编》中的监护法规范体系也有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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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有关监护的法律制度，并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
研究成果突出了未成年人监护中的“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并得出两大法系在亲权及监护制度的设计
上逐渐走向一致的结论。
对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研究，突出了对逐渐丧失意思能力的老年人的监护，监护的内容更加人性化，  
以应对全球老龄社会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本书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未来监护制度的设计提出了建议，并草拟了监护制度的学术建议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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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监护制度的历史　　一、罗马法的监护制度　　通说认为监护制度起源
于罗马法，其依据是公元前450年的《十二铜表法》，该法是古罗马奴隶社会第一部成文法典，其中就
对监护制度作了规定。
根据罗马法，自然人被分为自权人与他权人。
他权人处于家长权、夫权或买主权的保护或控制之下，无须监护，监护的对象是权利受到限制的自权
人。
自权人是指不受家长权、夫权和买主权支配的人，除家父外，自权妇女、不处于家长权之下的未适婚
人、被解放的奴隶等，均属于自权人。
在罗马法中，接受监护的人主要有：作为自权人的妇女，变成了“家父”的男性未适婚人或者未成年
人，被解放的奴隶等。
自权人妇女指年满12岁的女性；变成了“家父”的男性未适婚人指年龄不满14岁的无生存直系男性尊
亲属的男性；未成年人指年龄不满14岁的男性和年龄不满12岁的女性，如果其家长死亡，或者其家长
丧失自由权、市民权或家长权，或者其被家长或家主解放，或者其出生后即为无家长的非婚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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