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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大陆法系民法物权理论为基础，以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为主要依据，充分
吸收国内外物权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紧密结合我国司法实务，对物权的一般理论、所有权制度、用
益物权制度、担保物权制度和占有制度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本书在编章节的安排上，基本遵循了我国物权法的体例；在内容上，既有对我国物权法中主要制度立
法背景的介绍和立法精神的阐述，也有对大陆法系国家相关制度的简要介绍；在观点上，不局限于对
现行《物权法》规定的解释，对于现行立法中的缺憾也进行了分析评价，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本书既是一部学习物权法的教材，也是一部研究物权法的参考文献。
　　书中许多观点对于完善我国的物权立法，解决司法实务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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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俊驹 男，1941年3月生，北京人。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民商法专业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环境
资源与能源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法研究会顾问及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委员、仲裁员等职。
1962—1966年在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本科学习；1967—1979年在法院从事民、刑事审
判工作；1979—1982年在北京政法学院攻读民法专业研究生，获法学硕士学位。
1982—1997年在武汉大学法学院任教，先后晋升为副教授、教授，并遴选为民商法专业博士生导师。
在此期间担任过法律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律师学院院长等职务，并兼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法
制工作委员会委员、湖北省法学会副会长、科技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
等职。
先后主持和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省市和学校科研基金及中外合作课题的研究工作，参与了《合
同法》、《物权法》、 《可再生能源促进法》法律的起草和论证工作，并应邀赴德国、法国、日本、
美国和我国港、澳、台地区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
独著、主编、合著学术著作20余部，其中代表性著作有《法人制度通论》、 《现代企业法律制度研究
》和《民法原论》；在全国各类法学期刊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代表性的论文有《财产权制度的历
史评析和现实思考》、 《法人制度的基本理论和立法问题探讨》、 《人格权的理论基础及其立法体
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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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物权法概述　　第一节 物权法的概念、特征及调整对象　　⋯⋯　　（二）物的利用关
系　　一般来讲，民法上的财产利用关系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债权性质的财产利用关系，如通过签
订借用合同，对他人动产的利用关系；另一类是物权性质的财产利用关系，即基于物权法的规定，对
他人不动产和动产的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的利用关系，包括以追求不动产使用价值为内容的用益物权
关系和以追求担保物交换价值为内容的担保物权关系。
我国《物权法》第2条所讲的物的利用关系，事实上仅指物权性质的财产利用关系。
物权是一种支配关系，但抽象的支配并不能够给权利人带来实际的利益。
财产只有在实际的利用或交易中才能实现其价值和增加其价值。
在现代社会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只有合理地利用和分配资源，促使资源配置优化，才能取得最佳
的经济效果和利益并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
物权性质的利用关系已经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经济关系，自然应当成为物权法调整的重要对象。
　　（三）物权的变动及其保护　　物权法的根本目的是保障权利人对物上利益的享有，而这一目的
的实现仅靠物权的归属规则和利用规则还不能达到妥帖保护的效果，需要在确定占有归属和利用规则
之外，对物权变动中出现的冲突和交易安全制定完整的一套规则，以全面实现权利人对物上利益的享
有。
当然，这里所讲的变动规则和交易安全的物权内容，与普通意义上的债权交易规则和债权交易安全保
障制度是有区别的，二者在变动的公示要求和法律效果上均有不同，而反映物权权利变动和交易安全
规则的领域自然属于《物权法》调整的范围。
　　三、物权法的特征　　（一）物权法为私法　　虽然现今公法与私法的边界日益模糊，但依一般
划分，私法规范的是私人之间发生的民商事法律关系，而公法规范的是基于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而形成
的法律关系。
私法之基本法为民法。
而物权法因属于民法之一部分，故当然为私法。
私法强调对自然人、法人的合法民事权利的保护，充分尊重民事主体在法定的范围内所享有的行为自
由，尊重民事主体依法对自己的民事权利和利益所作出的处分。
而公法则更注重对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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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物权法》以大陆法系民法物权理论为基础，以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为主要
依据，充分吸收国内外物权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紧密结合我国司法实务，对物权的一般理论、所有
权制度、用益物权制度、担保物权制度和占有制度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物权法》既是一部学习物权法的教材，也是一部研究物权法的参考文献。
　　“博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重点推出的精品教材的品牌标志。
“博学·法学系列”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学院
、清华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等高校的
著名法学家和学科带头人领衔主编，由上述高校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厦门大学、中
山大学、辽宁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安徽大学、山东大学、南昌大学、湘潭大学、兰州大学、
上海大学、等政法院校选派的资深教授、副教授联袂参编，作者权威，阵容强大。
在内容和体例上，既注重保留传统教材的精华，又力求有所突破和创新，是一套面向21世纪、反映我
国当今法学教育最新状况的高品质法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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