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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物权制度产生于罗马法，然而法律上正式使用物权概念则始于1811年制定的奥地利民法典。
物权制度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在各国中都有较为详尽的立法规定。
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二编为“财产及对于所有权的各种限制”。
这种体例为意大利、西班牙、拉美等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在这些国家的民法典中，很少用物权作“
物权编”的标题，多使用“财产”或“所有权及其派生权利”作“物权篇”的标题。
1942年重新制定的《意大利民法典》用“所有权”来取代物权作为物权编或财产编的标题。
《德国民法典》将物权和债权严格划分，不仅单列债权编，而且也将物权编单独列出。
在此之前，尚未有单独物权体系的先例，这应当说是德国民法典的创举。
明确使用物权作为民法典“物权编”或者“物权卷”的国家和地区仅有阿根廷、瑞士、日本、我国台
湾地区。
英美法系中没有使用物权一词，使用的是“财产”一词。
这主要是因为英美法系中的财产法不是在继受罗马法的基础上产生的，主要是从中世纪的封建土地制
度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没有采纳“物权”一词。
我国《民法通则》没有使用“物权”一词，第五章使用的是“所有权及与所有权有关的权利”。
但是在理论界已经达成共识，承认物权并将在制定民法典时单独制定物权法，这已经是不争的趋势。
    物权制度在民事法律制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本书从比较的角度，从物权制度的产生到物权制度的发展，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立法和理论为线
索，选取典型的国家和地区，如法国、德国、日本、瑞士、前苏联、我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对物
权制度的各部分进行介绍、比较，力求分析各国物权制度的立法缘由、蕴含的法理。
由于笔者水平所限，加上时间仓促，难免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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