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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编简介

余卫明，湖南汨罗人。１９８５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同年分配至湖南省民政干
部学校任教，１９９４年调入原中南工业大学法律系工作。２００３年９月至２０４４年７月在新疆
乌鲁木齐教育学院支教，２００６年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１月在日本亚细亚大学、２００９年３月至５
月在香港大学从事学术研究。

现为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并兼任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社
会法学研究会理事、湖南省民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法、劳动与社会保
障法。



编写说明

在我国日益走向法治化的今天，法学教育也显得日益重要。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是
人们基本的行为规范，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则是一个现代人的基本素养。我国是一个长期
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即使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至今也没
有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因此，加强法学教育、普及法律知识，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
一项紧迫任务。

为了适应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教学的需要，我们根据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
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和我国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教育的现状，组织编写了这套高等院校法
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对本套教材的编写，我们力求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符合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
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系统介绍各学科的基本内容；二是行文风格做到通俗易懂，便
于学生阅读和自学；三是反映国家的最新立法，将国家的最新立法情况及时介绍给学生；
四是体现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将法学研究的成果及时体现在教材中。

编写一套高质量的法学专业教材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为了圆满完成这一任务，我
们聘请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和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担任本套教材的主编，并由他们具体组织
各书的编写工作。

本套教材可供全日制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本科、专科学生学习之用，也可供网络、成教
学生学习之用。同时，还可供广大法律工作者和法学爱好者自学之用。

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规划教材编委会

２００８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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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法概述

第一节　民法的概念与调整对象

一、民法的概念

民法一词来源于罗马法的市民法。在罗马法中，市民法是相对于万民法而言的，它主
要调整罗马公民之间的关系，而万民法则主要调整罗马公民与外国人之间的关系。①日本民
法典用的“民法”一词，由法国民法典的“ｄｒｏｉｔ　ｃｉｖｉｌ”翻译而来。② “民法”一词传入我国是在
清朝末年。当时，清政府聘请日本学者松岗义正等人起草民法，于１９１１年完成《大清民律
草案》，“民法”一词遂传入我国，但当时不称“民法”，而称“民律”。我国法律上使用“民法”

一词始自南京国民政府于１９２９年５月２３日公布的《民法总则》（民法典的第一编）。③

人们在具体使用“民法”一词时，往往根据语境的不同而赋予其不同的含义。有时它指
的是作为一个部门法的民法，有时它指的则是作为一门法学学科的民法。作为一个部门法
的民法，它是指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
律规范的总称。作为一门法学学科的民法，它是指研究民法规范及其相关学理的法律科
学，亦即民法学。但严格来讲，民法与民法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不能混淆。民法是
民法规范的总称，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其表现形式是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判例
等。民法学则只是一种法律学说，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其表现形式是论文、专著、教
科书等。

民法与民法学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法学的发展会影响到
民事立法，民事立法的发展也同样会影响到民法学的研究。这种相互影响可能是积极的，

也可能是消极的。当二者呈现良好的互动关系时，这种影响是积极的，会互相促进、共同
发展；当其中一方出现失误或问题时，则会给另一方造成负面效应和消极影响。

二、民法的分类

在理论上，按一定的标准可将民法分为形式民法与实质民法，广义民法与狭义民法，

普通民法与特别民法。
（一）形式民法与实质民法
形式意义上的民法，是指以“民法”或者“民法典”命名的法律，如《法国民法典》《德国

民法典》，我国的《民法通则》等。由于形式意义上的民法是从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上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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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民法的，故一般只在大陆法系国家才有，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并无直接以“民法”或“民法
典”命名的法律。这里还应指出的是，形式意义上的民法直到近代才出现，以法国１８０４年
颁布的《法国民法典》为肇始，形式意义上的民法才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受大陆法系影响的国
家相继出现。实质意义上的民法是指所有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它既包括直接以“民
法”或“民法典”命名的法律、法规，也包括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
范。由于实质意义的民法是以法律规范的内容来定义民法的，故与形式意义的民法相比，
其形成则要早得多，即便在法律出现的初期，也有着大量的调整民事关系的民事法律规
范。在民法理论上，一般以实质意义上的民法为研究对象，本书所称的民法如无特别说
明，均是指实质意义上的民法。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形式民法，但绝不能没有
实质民法。如英美法系国家虽无形式民法，但同样有着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如单行法律、
判例、习惯、学说等）的实质民法，并以之调整着丰富多彩的民事关系。

（二）广义民法与狭义民法
广义民法与狭义民法的划分，是由于各国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体制（主要指私法体制）

不同而形成的一种分类。广义民法，是指所有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在实行私法一元
体制的国家，其民法典内容广泛，调整所有的民事关系。如意大利民法典，其规定调整的
范围包括了物质资料占有关系、智慧财产专有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劳动关系、继承关系、
婚姻家庭关系等各种民事社会生活关系，此种民法便为广义的民法。①从调整社会关系的范
围来看，广义民法与实质民法并无不同。狭义民法仅指私法的一部分，在实行私法多元体
制的国家，其民法典除以总则形式对民事关系作出一般规定外，法典的分则部分只规定了
对部分民事关系的调整，其他民事关系则另行制定法典或单行法律（如商法、劳动法、专利
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婚姻家庭法等）加以规范和调整。此种民法即为狭义民法。

（三）普通民法与特别民法
普通民法与特别民法的划分，是以民法规范表现形式的不同为标准的。普通民法是指

经过编纂，以民法或民法典的形式集中表现出来的民法规范，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
典》，我国的《民法通则》等。特别民法是指没有收入民法或民法典之中，散见于其他法律、
法规、司法解释、习惯之中的民法规范，如我国的《公司法》、《合同法》、《专利法》、《商标
法》、《婚姻法》、《继承法》等。区分普通民法与特别民法对于民法规范的适用具有重要的
意义。

三、民法的调整对象

任何一个法律部门都是以特定的社会关系为其调整对象的。在现代国家，其法律形式
虽然多种多样，内容也丰富多彩，但它们并不是毫无联系、杂乱无章的，而是分类组合为
不同的法律部门，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从法理学的角度考察，
一个法律部门的存在理由主要就在于其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因此，要进一步了解民法的实
质，就有必要研究民法的调整对象。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民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民法之所以能成为一个
独立的法律部门，就在于其有独立的调整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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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民法的调整对象，是指由民法加以规范、可以由民法解决其矛盾、冲突的特定社
会关系。我国《民法通则》第２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
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根据这一规定，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就
是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但随着我国
新的民事主体的出现以及立法的发展，这种概括已不全面，因为我国的民事主体除了公
民、法人之外，还有合伙以及其他非法人组织（又称非法人团体）。同时，“公民”一词主要
在公法上使用，在私法上使用“自然人”一词更为贴切。因此，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应概括
为：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根据体现的利益
不同，民法的调整对象可分为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平等主体的人身关系两大类。

（一）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
要明了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首先就要对财产有个确切的理解。一般认为，财产是具

有经济价值的有体物、智力成果和利益。关于财产的内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财产的
范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在现代社会，财产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形财产，一
类是无形财产。有形财产是指能为人们掌握和控制，可以在社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和人们
的生活中加以利用的物质资料，如土地、矿藏、水流、汽车、书籍、衣服、日常用品等。无
形财产是指对人具有经济价值的非物质财富，具体包括智慧财产（如作品、技术发明等）、
具有经济价值的权利（如专利权、商标权、股权）、劳动力等。

财产关系就是指主体之间基于财产而形成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根据财产关系主体的
地位不同，财产关系可分为横向财产关系和纵向财产关系。主体地位平等的财产关系就是
横向财产关系，主体地位不平等的就是纵向财产关系。民法调整的是横向财产关系，亦即
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

根据财产关系的内容，可将其分为静态财产关系和动态财产关系。
静态财产关系又称财产支配关系，是指财产在特定民事主体支配下形成的支配者与其

他民事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静态财产关系主要解决财产的归属问题。就社会理念和法律
理念而言，各财产支配者的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主行使自己的
财产权利。因此，静态财产关系都在平等主体之间发生，均由民法调整。静态财产关系主
要包括物质财产占有关系和智慧财产专有关系。

动态财产关系又称财产流转关系，是指财产由一主体向另一主体移转时所形成的社会
关系。动态财产关系主要解决财产的流转问题。动态财产关系既可以发生在平等主体之
间，也可以发生在不平等主体之间。发生在平等主体间的动态财产关系（如买卖关系、赠
与关系等）由民法调整，发生在不平等主体间的动态财产关系（如征纳税关系、财产征收关
系等）由行政法等法律部门调整。

（二）平等主体的人身关系
人身关系又称人身非财产关系，是指基于人格和身份发生的、以人身利益为内容、不

直接体现财产利益的社会关系。人身关系包括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
所谓人格，是指生物学上的人被承认为法律上的人的状态，这种承认的结果表现为国

家赋予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以权利能力。①因此，人格主要是就自然人而言的，但考虑到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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