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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以对未成年人照顾、扶助、教育、监督和保护为特定内涵的未成年人监护，

既是有关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事业的国家和社会行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辐射于国家法律体系，映现于民法各个方位，浓缩于民事主体或婚姻家庭范畴

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和法律关系，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法律属性。 

本书以民法学思维为总揽，以社会学方法为铺垫，以历史学资料为印证，对

未成年人监护及相关婚姻家庭问题和其他社会现象展开独特的法社会学探讨。 

全书研究风格立足于微观中的宏观、具体中的抽象和制度规则背后的基础理

论，主题思想选定于未成年人监护从家庭主义到国家主义、从亲属责任到社会责

任，即未成年人监护公法化、社会化的内在机理和发展规律。有关监护制度具体

操作层面的问题留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作者简介 

曹诗权，男，1963年7月出生，1980-1984年在中南财经大学法律系读本科，

1984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1986-1989年在西南政法大学读硕士，1989年7月毕业

回中南政法学院继续任教，先后担任中南政法学院经济法系党总支副书记、副系

主任、系主任，1994年晋升副教授，1998年晋升正教授。现为中南财政法大学法

学院教授、湖北省律师协会常务副会长、湖北省司法厅副厅长。主要从事民商法

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法商研究》等学术刊

物上发表论90余篇，主编、参编著作及教材20余部，获奖成果20余项。其中，

《中国婚姻家庭法的基础性重构》获司法部优秀论文三等奖；《海峡两岸亲属法



 

比较研究》分获司法部、国家教委优秀著作三等奖；《婚姻家庭法学》获司法部

优秀教材二等奖。先后被评为司法部先进教师、湖北省优秀青年教师、教育部全

面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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