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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套高等院校法学专业规划教材的想法由来已久，现委托我来组织
编写，我感到很荣幸。
近年来，中国法学教育的繁荣发展是令人欣慰的，全国设立法学专业的院校多于五百所，在读学生数
万人，这对法学教材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目前已经出版的几套法学系列教材可以说各有特点。
我们编写这套教程，算是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一点自己的贡献，使读者多一种选择。
作为本套教程的组织编写者，我要对所有的作者表示感谢，并特别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刘传
志等老师的辛勤劳动。
　　本套教程由全国数十所高校教师共同参与编写。
具体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吉林大学
、东北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威海分校、重庆邮电大学、云南民族大学、云南师范大
学、云南财经大学、河南大学、海南大学、暨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河海大学、河海大学常州
商学院、江南大学、湖南商学院、中南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
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
　　本套教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其难易程度比较适中。
教程主要面向本科学生，以介绍大纲规定的基本知识为重点，避免写成法学理论专著。
其次，避免写成大部头。
编者对教材的篇幅作了比较严格的限制，在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的同时，注意减轻学生的经济负担。
最后，本套教材的主编，均是来自教学第一线的年轻教师，多数具有博士学位或副教授以上职称。
他们年富力强，思维敏捷，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使他们对于各种版本教材的特点有直接的认识，可以取
长补短。
当然这套教材适用性到底怎么样，只有读者才具有最终的评价权。
　　借此机会，我想对法学专业的同学们多说几句，概括起来就是“一种技能两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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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法理论博大精深主要体现在民法总论。
民法总论是研究民法学的基础。
民法总论以其抽象性和普适性著称。
本教材全面阐释了民法总论中的基本概念和特征、法律制度及其规则，整理了民法总论的最新研究成
果并进行简要分析，提出本书的观点，从中可以透视民法法理及其所蕴含的逻辑思维。
本书作为高等院校　法学专业教材，与已经出版的同类教材比较，其特点是：本书在体例结构上，层
次简洁清晰，逻辑思维严密。
本书前四章为抽象理论，后六章为具体制度。
在内容上，知识点覆盖较为全面，突出重点，有所创新。
在论证方法上，准确定位概念，阐释法理，对具体制度以法律条文为根据，严格遵循法律解释学原理
。
同时，给教师和读者留有思考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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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法与民法典　　第一节　民法概述　　一、“民法”的语源　　就“民法”这一术语
的语源问题，我国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1）本土说。
它认为，“民法”一词最早见于古代文献《尚书?汤诰》。
它载有“咎单作明居”一语。
东汉司马融对此作了如下解释：“咎单，汤司空也；明居，民之法也。
”魏晋时期伪称西汉孔安国者对此作了如下解释：“咎单，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
。
”①本土说认为，此处所谓的“民法”即为“民法”一词的语源。
（2）源自日本说。
它认为，私法意义上的“民法”一词首先出现于明治时期的日本。
庆应四年（公元1868年），日本学者津田真道将荷兰语中的“民法”（Burgerlyk Regt）——它自罗马
法的“市民法”（Jus civile）一词转译而来②——翻译为日语“民法”一词。
③1906年，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和商务印书馆将《日本法规大全》（1901年版）中的第三类法规译成
“民法”一词。
源自日本说认为，此处所谓的“民法”即为“民法”一词的语源。
　　1910年和1911年，清政府修订法律馆将民事立法草案分别称为《民律草案》和《大清民律草案》
；1926年，民国北洋政府修订法律馆将民事立法草案称为《民律草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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