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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本章课时：2课时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民法的意义，明确《民法学》的基本内容和学习方法，理解民法的调整对

象，了解新中国的民事立法，把握民法的基本原则。要求联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和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深刻理解和掌握民法调整对象和基本原则。 

   

   

  二、本章主要内容  

第一节 民法学 

  （一）民法的定义 

  对于民法的定义应着重领会：民法是调整地位平等的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过程中发生的财产

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 

  （二）民法学的基本内容 

  把握民法学是研究民事法律制度、民事法律现象和民法所反映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其基本内

容包括民法总论、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继承权和民事责任制度。由于知识产权和继承权

分别在《知识产权法》和《继承法》中讲授，故在本门课程中不做专门讲解。 

  （三）民法学的学习方法 

  明确学习民法学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并运用经济学、社会学、法哲学、伦理学、

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民事法律制度和民事法律现象。  

第二节 民法的调整对象 

  （一）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 

  着重领会民法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是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以

财产归属和财产流转为主要内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二）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 

  理解民法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是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以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为内

容的权利义务关系。  



第三节 新中国的民事立法 

  了解新中国民事立法是与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文明同时进行的；新中国的民事立法正在

走向系统化、科学化、法典化。  

第四节 民法的基本原则 

  着重领会和把握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民事行为自由原则、财产流转等价有偿原则、民事活动

诚实信用原则、民事权利和义务公平原则以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 

第二章 民事法律关系   

  本章课时：1课时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认识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明确民事法律关系的三要素，掌握民事法律关系发

生、变更和终止的原因。要求结合民法的调整对象和民事法律关系的特点，深刻理解民事法律关系的

基本理论。 

   

   

  二、本章主要内容  

第一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 

  着重领会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法所调整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明确民事法律关系

的法律特征。掌握民事法律关系的分类。  

第二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理解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范围和不同种类。明确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的多样性和性质的统一性。

把握民事法律关系内容的构成。  

第三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终止 

  认识民事法律事实对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要意义。了解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终止的原

因，既包括事件和行为，还有赖于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存在。 

第三章 公民（自然人）  



  本章课时：3课时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认识公民的民事法律地位，掌握法律关于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的概念，理解监护制度的基本内容，把握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制度的基本规则，明确个体工商户、农

村承包经营户与个人合伙的法律特征。要求着重掌握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基本理

论，深刻理解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与个人合伙的民事责任承担。 

   

   

  二、本章主要内容  

第一节 公民的民事法律地位 

  理解公民是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按照该国法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自然人。区别公

民与自然人。明确公民在民法上的地位。  

第二节 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 

  认识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掌握法律关于公民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和终止的基

本法律规定。  

第三节 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 

  了解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明确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不同类型及其内容。掌握

关于公民民事行为能力变动的法律宣告规则。  

第四节 监护 

  理解监护的概念和特殊的社会功能。明确设定监护人的法律规定和监护人的法定职责。掌握监护

关系终止的法律要求。  

第五节 宣告失踪 

  掌握法律关于宣告失踪的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的基本规定。明确宣告失踪所引起的直接法律后

果。  

第六节 宣告死亡 

  把握法律关于宣告死亡的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的基本规定。了解宣告死亡所引起的各种法律后

果。掌握撤销宣告死亡的各项法律要求。  

第七节 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 

  明确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掌握法律关于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



户的民事责任承担的基本规则。  

第八节 个人合伙 

  理解个人合伙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明确关于个人合伙的成立、个人合伙的加入和退出的法律规

定。掌握法律对个人合伙的内部财产关系、个人合伙的经营以及个人合伙的对外财产关系的基本规

定。 

第四章 法人  

  本章课时：3课时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认识法人的民事法律地位，明确法人与公民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方

面的差别，掌握法人成立、变更和终止的基本法律规则，了解法人联营的法律制度。要求结合社会生

活实际加深对法人的民事法律地位的认识，把握法律关于法人的成立、变更和终止的基本规则。 

   

   

  二、本章主要内容  

第一节 法人的民事法律地位 

  着重领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社

会组织。明确法人的法律特征和法人的基本分类。  

第二节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对比法人与公民在民事权利能力方面的差异，把握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法律特征。把握法人对民

事权利的行使方式。  

第三节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对比法人与公民在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差异，把握法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特点。明确法人民事行为

能力方面所受的限制。  

第四节 法人的成立、变更和终止 

  把握法律关于法人成立、变更和终止的基本法律规定。明确法人在民事活动中应当承担的独立民

事责任。  

第五节 法人的联营 



  掌握联营的概念和特征。了解联营的基本类型。把握法律对不同形式的联营中联营各方的权利与

义务的基本规定。 

第五章 民事权利的客体  

  本章课时：1课时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物、行为、人格利益和智力成果在不同民事法律关系中对民事主体实现民

事权利的作用与影响，了解物、行为、人格利益和智力成果的基本类型。要求结合各类民事法律关系

的特点，加深对民事权利客体的认识和理解。 

   

   

  二、本章主要内容  

第一节 物 

  着重理解作为民事权利客体的物是指除人身以外的独立存在并能为民事主体所支配的有体物，把

握物的法律特征。掌握物的不同类型及其法律意义。  

第二节 行为 

  认识给付行为的性质是以交付标的物为内容的民事法律行为。掌握给付行为的法律特征。理解劳

务和服务行为的概念与基本的法律要求。  

第三节 人格利益 

  理解人格利益是形成人格权的客体。把握人格利益的基本法律特征。理解不同人格权所针对的人

格利益的差别。  

第四节 智力成果 

  认识智力成果的性质是民事主体在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领域创造出的劳动成果。掌握智力成果的

法律特征，了解智力成果的分类及其特点。 

第六章 民事法律行为  

  本章课时：3课时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认识和理解民事法律行为的本质，明确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了解附条件

和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掌握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的发生情形和法律后果。

要求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和法律调整的特点，加深理解民事法律行为的基本理论。 

   

   

  二、本章主要内容  

第一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概述 

  着重领会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为了设立、变更或者终止民事法律关系而实施的行为。认识民

事法律行为的法律特征。了解民事法律行为的类型。  

第二节 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 

  掌握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实质条件是行为人合格、意思表示真实、行为内容合法。把握民事法律

行为的形式条件对要式行为与不要式行为的不同的法律要求。  

第三节 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了解法律对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未来性、或然性、意定性、合法性和特定目的性的

要求。把握延续条件、解除条件、肯定条件和否定条件的具体内容，明确法律对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

为所附期限的未来性、意定性和特定目的性的要求。了解始期和终期、确定期限和不确定期限的基本

内容。  

第四节 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掌握无效民事行为其本质是因欠缺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而不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理解无效

民事行为的特点和无效民事行为的发生情形。了解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其本质是欠缺民事法律

行为的某些要件而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依法变更或撤销的行为。理解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发生

情形。把握无效民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 

第七章 代理  

  本章课时：3课时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认识和理解代理的本质和法律特征，掌握法律上对代理权的设定和代理权行使

的基本法律要求。明确无权代理的发生原因及其法律后果，把握代理关系消灭的法律规则。要求结合

社会生活实际，加深认识代理制度的作用，通晓调整代理关系的法律规范。 

   

   



  二、本章主要内容  

第一节 代理的概述 

  着重领会代理是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在代理权限内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直接

由被代理人承受的民事法律制度。认识代理行为的法律特征。了解代理的类型。  

第二节 代理权 

  理解代理权的本质和作用。掌握法定代理权的基本法律要求。明确行使代理权的法律规则。了解

滥用代理权的法律后果。  

第三节 无权代理 

  明确无权代理是在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以他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行为。了解无权代理发生原因。

掌握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理解表见代理制度。  

第四节 代理关系的消灭 

  把握委托代理终止的原因。明确法定代理和法定代理终止的法律规则。了解代理关系消灭的法律

后果。 

第八章 时效  

  本章课时：3课时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认识和理解时效制度的本质和法律特征，明确取得时效的作用和适用范围，掌

握诉讼时效的特征、适用和基本分类，了解诉讼时效的起算以及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把握除斥

期间以及期间和期日的法律规定。要求结合民事权利的保护方法，加深对时效制度特殊作用的理解，

通晓时效制度的基本法律规则。 

   

   

  二、本章主要内容  

第一节 时效的概述 

  着重理解时效是法律规定的某种事实状态经过法定时间而产生一定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理解时

效的分类和基本法律特征。  

第二节 取得时效 



  理解取得时效是非财产所有人以自己所有的意思公开、无争议、持续地占有他人财产，超过法定

期间即取得该项财产所有权的民事法律制度。了解取得时效的法律特征。掌握取得时效的适用范围。  

第三节 诉讼时效 

  明确诉讼时效的概念和特征。了解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掌握法律对普通诉讼时效、特殊诉讼时

效和最长诉讼时效的基本规定。把握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和诉讼时效期间中止、中断、延长的法律规

则。  

第四节 除斥期间 

  理解除斥期间的性质是法律规定的某种民事权利存在的不变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内不行使相应

的民事权利将导致该项民事权利削灭。了解除斥期间的法律特征和适用范围。  

第五节 期间和期日 

  认识期间和期日在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终止方面的作用。掌握法律关于期间和期日的不同

计算方法的基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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