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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法(一) 

o 民法是調整平等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時產生的財產關 
係和人身關係的法律規範的總稱。大陸法系國家的 
民法一般分為總則、債權法、物權法、親屬法和繼 
承法幾個部分。其中，總則是民法各部分的共同規 
則，而物權法、債權法、親屬法和繼承法則是民法 
分則。民法具有以下特徵： 

Ø 民法是私法的基本法，是屬於實體法。民法規定了當事人 
之間的具體權利和義務關係； 

Ø 民法規範包括行為規範和裁判規範。 

Ø 民法的調整方法主要是財產方法。



甲、民法總則 

o中國民法的基本原則： 
Ø 法律對民事權利一體承認及平等保護原則：即私權神聖原則。 

Ø 平等原則：即機會平等 

Ø 意思自治原則：即自己判斷、自己選擇和自己責任。 

Ø 誠實信用原則：在行使權利和履行義務時，應當誠實守信，不欺不詐。 

Ø 公序良俗原則：是指法律行為必須符合主流的道德和倫理觀念。 

Ø 禁止權利濫用原則：即必須正確行使民事權利，不損害國家、社會和第 
三人的利益。 

o民法總則是一個三位一體的結構： 
o 人（民事主體）—物—（法律）行為； 

Ø 人法。又稱身份法，包括親屬法和繼承法。 

Ø 物法。又稱為財產法，包括物權法和債權法。



乙、民事主體──自然人 

o民法中的「人」即民事主體，又分為「自然人」和 
「法人」。 

o自然人的各種概念，包括何謂自然人、民事權利能 
力、行為能力、監護制度、宣告失蹤和死亡、兩 
戶、合夥、人格權及住所等。 

o作為獨立的民事主體，自然人享有一定的能力從事 
民事活動，包括民事權利能力和民事行為能力。自 
然人的民事行為能力分為完全民事行為能力、限制 
民事行為能力和無民事行為能力三類。



民事主體──自然人 

o自然人失蹤： 
Ø 自然人下落不明的狀況超過兩年期限。必須由利害關係人提出申 

請，由法院依照民事訴訟程序宣告失蹤。法院受理後應發出公告 
為期三個月，才作出宣告失蹤的判決。 

Ø 被宣告失蹤的人重新出現，人民法院應當撤銷對他的失蹤宣告。 

o自然人死亡： 
Ø 自然人離開其住所地或最後居住地下落不明滿四年；或意外事故 

下落不明滿兩年。必須由利害關係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 
Ø 法院受理後，應當發出尋找失蹤人的公告，普通公告期間為一 

年。因意外事故失蹤的公告期間為三個月。公告期屆滿，法院根 
據被宣告失蹤人死亡的事實是否得到確認，作出終結審理的裁 
定，或者宣告死亡的判決。



合夥關係 

o 合夥是指兩個以上公民，按合同各自提供資金、實物、技術等合 
夥經營、共同勞動的行為或組織形式。「合夥」 是非法人團 
體。合夥負責人執行合夥的經營決策所產生的責任，均由全體合 
夥人承擔。 

Ø 對外責任方面，每個合夥人都負有用自己的全部財產清償全部合 
夥債務的義務。 

Ø 對內責任方面。在合夥人內部，應按照各合夥人的出資比例或合 
夥協議的約定承擔按份責任。 

o特別人格權： 
Ø 是指法律已經明確規定的具體人格權，包括生命權、健康權、身 

體權、貞操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信用權、隱 
私權、婚姻自主權等。



丙、民事主體──法人 

o 法人的英文是legal person，是依法成立的社會組織。法人是 
具有民事權利能力和民事行為能力，並且依法獨立享有民事權利 
和承擔民事義務的組織，即能夠以自己的名義享有民事權利和承 
擔民事義務的組織。必須注意的是法人承擔的是有限責任。 

o法人分為兩類： 
Ø 一是企業法人；即是指以營利為目的；對企業法人的財產要求比 

較嚴格，必須達到法定最低財產數額才能成立； 

Ø 二是機關、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法人，又稱非企業法人。一般不 
具體規定其應有的經費數額。社團法人一般有成員大會（公司的 
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而財團法人因為沒有成員，所以 
只有管理性質的理事會。



民事主體──法人 

o依法成立： 

Ø 是指依據民法通則和各種法人組織法成立。法人的目的、經營範 
圍、組織機構、設立方式等都需要依據法律。 

Ø 法人有必要的財產或經費。這是法人從事民事活動的物質基礎， 
也是法人享有民事權利和承擔民事義務的基礎，以及法人承擔責 
任的保障。 

o法人人格否認 ： 
Ø 法人制度的有限責任制度，使法人在融資方面有很大的優越性。 

然而，因為法人財產與個人財產分開，個人很容易通過法人的有 
限責任制度逃避責任，從而損害社會利益和第三人利益，因此須 
設計相應的制度來遏制這種可能。



丁、民事客體──物 

o 日常生活中的物，實際上是我們能夠見到所有形體的東西的總和， 
是指物理意義上的物（物體）。陽光、空氣、動物、植物、礦物和 
人都是物。法律意義上的物，則是權利義務的客體。人在任何情況 
下都是法律關係的主體，所以人體是人格權的一部分，不能成為權 
利義務的客體。但對於已經分離的毛髮和牙齒等，則可認定為物。 
物的特徵 ： 

Ø 是權利義務的客體； 
Ø 也是指有體物，即有體物 、液體物和氣體物，是我們可感知的物。 

o 物的組成部分： 
Ø 可以分為兩類：必要組成部分和一般組成部分。 
Ø 必要組成部分是指與物不能分離的成分，一旦分離，物就不能使用 

或者喪失經濟價值，如汽車的發動機。一般組成部分是指可以與物 
分離，分離後不影響物的性質的成分，如汽車的座墊。



民事客體──物 

o動產與不動產： 
Ø 不動產通常是指土地及固定並且附著於土地的物。 

Ø 不動產以外的其他物都是動產。 

o主物、從物和孳息： 
Ø 從物是從屬於主物的物。從物不是主物的構成部分，但和主物共 

同屬於一個人，並且和主物一起發揮物的效用。主物與從物都是 
相對而言的， 

Ø 孳息是由原物所產生的利益，分為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天然孳 
息是指對物依一般的使用方法而取得的孳息，法定孳息是指通過 
法律行為使用物而產生的孳息。



戊、法律行為 

o 民法的基本原理是私法自治原則，而法律行為則是實現私法自治的方 
式。在大陸民法中，只有掌握了法律行為制度，才能夠準確理解合 
同、繼承和婚姻等法律制度。 

o 民事法律關係的發生與否，都不是取決於法律的強制性規定，而是取 
決於我們的意志，或者我們與其他人共同的意志。在大陸法系的民法 
中，這種以個人的意思表示作為要素的行為，統稱為“法律行為＂。 

o法律行為的分類： 
Ø 單方法律行為是指基於一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就可以成立的法律行 

為，例如遺囑、權利放棄等法律行為。 
Ø 雙方法律行為是指基於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才成立的法律行為。 

如合同、婚姻行為及收養行為等。 
Ø 多方行為是指多個當事人追求一致目標的行為，如成立合夥、發起公 

司等行為。



民事權利體系 

p基本的分類： 
Ø 財產權。是指具有財產價值的權利，包括物權、債權和知識產權等， 

具有直接的物質利益。財產權一般可以自由轉讓； 
Ø 非財產權。是指與民事主體的人格和身份不能分離的權利，包括人格 

權和身份權。非財產權與權利主體的人身密不可分，一般不能轉讓。 

o 按權利作用分類： 
Ø 支配權。是指權利人可以直接按自己的意思實現支配目的物的目的， 

並且排除他人意思參與的權利。包括物權、人身權和知識產權； 
Ø 請求權。確立人的權利內容就是向該相對人提出作某種事情的請求； 

在相對人一定行為的配合下，權利人才能行使和實現其權利。有合 
同、侵權行為、無因管理和不當得利等。 

Ø 抗辯權。是指主張某種請求權不存在或者減輕請求權的權利，所以抗 
辯權是針對請求權的權利。 

Ø 形成權。是指權利人依自己一個人的行為，就可以變動與他人的法律 
關係的權利。例如一方在對方嚴重違約時，便享有解除合同的權利。



民事權利 

o民事權利變動主要是通過法律行為實現的。 

o法律行為是民法中各種以當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作為要素 
的行為的總稱，這個概念雖然很抽象，但具體的行為如合 
同、婚姻、遺囑等卻很常見。 

o《民法通則》同時使用了民事法律行為和民事行為兩個概 
念。民事行為是指民事主體基於自己的意志從事的民事活 
動，這一概念基本上與國外民法使用的「法律行為」一詞 
相同，既包括合法的行為，也包括無效和可撤銷的行為。 
另一方面，民事法律行為都是合法的行為，不包括無效和 
可撤銷的法律行為，而僅指能夠實現當事人追求的法律效 
果的行為。



法律行為──成立要件 

o法律行為的成立有以下三項要件： 
Ø 有當事人的存在； 

Ø 有意思表示； 

Ø 當事人想要達到私法上的效果，即法律行為的內容──民事權利和義 
務，如轉移所有權等。 

o 在一般情況下，只要存在以上三個要件，就表明法律行為成立了。但 
是，某些特殊的法律行為除了一般的成立要件，還需要特別的成立要 
件。特殊形式的法律行為包括明示方式及默示形式。 

Ø 一般明示方式是指當事人通過積極、直接和明確的方式表達意思表 
示，包括口頭、書面及其他形式。而特殊明示方式則包括公證形式、 
審核批准形式及登記形式等。 

Ø 默示形式。是指不依賴於語言或文字等明示形式，而通過某種事實即 
可推知行為人的意思表示而成立的法律行為形式。



法律行為──生效要件 

o法律行為的生效，即行為達到當事人所期待的法律效果。 
法律行為的生效要件包括： 

Ø 行為人合格。是指行為人應當具有相應的民事行為能力。 
Ø 行為人意思表示真實、自由。內外意思一致。 
Ø 行為內容合法。即表現為不違反法律、社會公共利益及社會公德。 
Ø 行為內容具可能性。即具有事實上和法律上的可能性。 

o意思表示的概念及構成要素 
Ø 效果意思產生。一定的動機形成一定的思想活動。 
Ø 表示意思產生。有將自己內心的效果意思表示出來的意思。 
Ø 表示行為產生。把效果意思通過行為表現出來，就完成了意思表示。 
Ø 以上意思表示的三個要素缺一不可。你在分析和確定意思表示時，也 

必須依據這三個條件。



意思表示的解釋 

o意思表示的解釋之所以必要，有兩方面的原因： 
Ø 一是任何語言表示都有局限，無論是何種語言，都可能出現歧義； 

Ø 二是當事人一開始有意不表示部分內容，而留待以後決定，但後來發 
生了爭議，於是有必要對意思表示進行解釋。行為人意思表示真實、 
自由。內外意思一致。 

o法律行為的效力──無效、可撤銷與效力未定 
Ø 因不具備生效要件以致沒有法律效力的法律行為，稱為“不完全法律行 

為”，包括無效法律行為、 

Ø 可撤銷的法律行為和效力未定的法律行為三種。



無效法律行為 

Ø 無效法律行為是違法行為，違背了法律規定的法律行為有效要件； 

Ø 無效法律行為是確定無效的，當事人無法通過協商變更其效力； 

Ø 無效法律行為自始不發生法律效力。 

o 無效法律行為分三類： 
Ø 主體不合格型。無法律行為能力人實施的法律行為，或限制法律行為 

能力人依法不能獨立實施的法律行為。 

Ø 意思表示不真實型。即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 
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而為的法律行為。 

Ø 違反國家法律型。惡意串通損害他人利益而為的法律行為。違反法 
律、社會公共利益和公共道德而為的法律行為；或因脅迫而為的損害 
國家利益的法律行為。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而為的法律行為。



無效法律行為的轉換 

o無效法律行為被確認無效或者被撤銷後，均自行為開 
始起無效，產生下述的法律效力：財產返還。賠償損 
失。追繳財產。 

o無效行為的轉換是指通過當事人的意志或法律的規 
定，將無效的法律行為轉換為合法的法律行為。轉換 
的條件是： 

Ø 有無效法律行為的存在。 
Ø 無效法律行為中的某些要素，能夠成立一個單獨、有 

效的法律行為。 
Ø 當事人有在法律行為無效的情況下，以其他法律行為 

代替的意思。 
Ø 違反公序良俗原則的法律行為不能轉換。



可撤銷的法律行為 

o 可撤銷的法律行為是指當事人依照法律規定，針對欠缺有效條件而請 
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機關予以變更或撤銷的法律行為。有以下幾種： 

Ø 因重大誤解而為的法律行為。是指由於行為人對行為的性質、對方當 
事人，以及目的物的品種、質量、規格和數量等有錯誤認識，使行為 
後果與自己的意思相悖，並造成較大損失情況下的法律行為。 

Ø 因顯失公平而為的法律行為。是指雙方的權利義務明顯違反公平和等 
價有償原則的法律行為。 

Ø 因乘人之危使對方違背真實意思而為的法律行為。 
Ø 因欺詐、脅迫而訂立，但沒有損害國家利益的法律行為。 

o 無效法律行為的效力： 
Ø 撤銷權只有一年，要是過去一年，就絕對不能行使這一權利。自行為 

成立時起超過一年才請求撤銷，法院或仲裁機關不予以保護； 
Ø 行為被撤銷後便開始無效，但被撤銷的合同不影響其中獨立存在的有 

關解決爭議方法的條款的效力；



效力未定的法律行為 

o 是指沒有確定是否發生效力的法律行為。包括兩種： 

Ø 當事人欠缺行為能力的法律行為。這是指限制行為能力人從事了超 
過其行為能力範圍的法律行為； 

Ø 無權處理行為，即不享有處理權的人處理他人之物。後面我們要學 
習的無權代理，實際上也屬於這種效力未定的法律行為。 

o 法律效力： 

Ø 有法律行為的成立效力，即當事人受其拘束，不得隨意撤銷； 

Ø 其效力是否發生，取決於法定代理人是否追認，或者無權處理人是 
否取得處理權利。 

Ø 相對人有撤銷權。在本合同被追認之前，善意相對人有撤銷的權 
利，而撤銷應當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附條件法律行為 

o 根據私法自治原則，當事人可以對法律行為效力的發生或消滅加以 
限制，即為法律行為設立附款，包括附條件和期限。 

o 附條件的法律行為是指雙方當事人在法律行為中設立一定的事由作 
為條件，並以該條件的成就與否或是否發生，作為決定該法律行為 
效力產生或消滅的根據。換句話說，條件的作用是使法律行為的效 
力繫於特定的事實是否發生。 

o成立要件： 
Ø 必須是尚未發生的事實，已經發生的事實不能作為條件； 
Ø 必須是當事人在約定時不知道將來是否發生，即條件發生與否不取 

決於當事人約定時的意志。 
Ø 必須是當事人依其意志所選擇的事實，為其意思表示的一部分。 
Ø 必須是合法的。 
Ø 目的必須是限制法律行為效力的事實。處理人是否取得處理權利。



附期限法律行為 

o 附期限法律行為是指雙方當事人在法律行為中約定一定的期限， 
以期限的到來決定該法律行為效力的產生或終止。附期限的法律 
行為，所附期限到來時生效或解除。 

o 始期是指當事人所附期限到來時，法律行為發生效力；期限到來 
以前，法律行為不生效力； 

o 附終止期限的法律行為，在成立時即行生效，但所附期限到來時 
失去效力。 

o成立要件： 
Ø 必須是在將來確定發生的，具有未來性； 

Ø 必須是雙方當事人約定的，具有意定性； 

Ø 期限的目的應當是限制法律行為效力的產生或終止，具有特定的 
目的性。



己、代理制度 

o 代理是一種依他人的獨立行為而使自己取得民事法律效果的民事法律 
關係，是民法中一種很重要的制度。代理的概念如下： 

Ø 代理是指代理人以被代理人（又稱本人）的名義，在代理許可權內與 
第三人（又稱相對人）進行法律行為，而該法律行為的法律後果直接 
由被代理人承擔的民事法律制度。 

Ø 在代理法律關係中，代理人與被代理人是兩個獨立的人格；而在代表 
法律關係中，代表人與被代表人是同一個人格，代表人與所代表的法 
人是同一主體。 

o 代理的特徵： 
Ø 代理是能夠引起民事法律後果的民事法律關係。代理的法律效果是直 

接使被代理人與相對人之間發生、變更或消滅民事法律關係； 
Ø 代理人一般應以被代理人的名義從事代理行為。 
Ø 代理人在代理許可權範圍內獨立作出意思表示； 
Ø 代理行為的法律後果直接歸屬於被代理人。代理行為雖然由代理人完 

成，但代理行為的法律效力卻由被代理人而非代理人承擔。



代理制度 

o 代理的適用範圍： 

Ø 代理為各種民事法律行為，如各種合同行為；代理為其他法律部門確 
認的法律行為，如代辦房屋產權登記法人登記、交納稅款、代理民事 
訴訟等。 

Ø 具有人身性質的行為不得代理，如結婚登記、訂立遺囑、收養子女 
等；規定或者雙方當事人約定應當由特定人親自進行的行為，如演 
出、授課等。 

o 代理的分類： 

Ø 委託代理。是指根據被代理人的委託授權而產生的代理關係。被代理 
人又稱為委託人，代理人又稱為被委託人。委託代理一般建立在特定 
的基礎法律關係之上，最常見的是委託合同關係，另外還有勞動合同 
關係、合夥關係和工作職務關係等。 

Ø 法定代理。是指根據法律的規定而直接產生的代理關係，主要是為了 
保護無行為能力人和限制行為能力人的合法權益而設立。 

Ø 指定代理是指由法院或行政主管機關指定而產生的代理關係。



代理關係 

o代理關係涉及三方主體，包含以下三部分內容： 
Ø 被代理人與代理人之間的關係。可以是合同關係，如委託合同關係， 

也可以是法律關係，如監護關係； 
Ø 代理人與第三人之間的法律關係，即代理行為關係； 
Ø 被代理人與第三人之間的關係。 

o代理權： 
Ø 代理權是指代理人能以被代理人的名義與第三人實施法律行為，為被 

代理人設定、變更或消滅民事法律關係的權利。 
Ø 要獲得代理權，必須先取得代理證書，而代理證書就是證明代理人擁 

有代理權的法律文件。在法定代理中，代理證書是戶口冊，以及由戶 
籍機關或有關單位發出證明法定代理人身份的文件。 

Ø 在指定代理中，代理證書就是指定機關製作的代理指定書。而委託書 
則是委託代理中的代理證書。代理證書授權不明的，被代理人應當向 
第三人承擔民事責任，而代理人也要負連帶責任。



代理權的行使 

Ø 代理人應當在代理許可權範圍內行使代理權，不得進行無權代理。如因 
為特殊情況而需要變更被代理人的指示，需得到被代理人同意； 

Ø 代理人行使代理權時，應當維護被代理人的利益，不得與第三人串通損 
害被代理人的利益，否則應與第三人一起對被代理人承擔民事責任； 

Ø 代理人應該以善良管理人的注意程度處理代理事務，並注意不得披露或 
不正當地使用被代理人的商業秘密； 

Ø 代理人原則上應當親自完成代理事務，不得擅自轉委託。 
Ø 常見濫用代理權有兩類：自己代理即代理人以被代理的名義與自己進行 

法律行為；雙方代理即一身兼為雙方的代理人。 

p轉委託： 
Ø 在代理中還有一種複代理，是指代理人為了被代理人的利益需要，將其 

享有的代理權的全部或一部分轉委託給他人行使。在這裏，接受轉委託 
的人稱為複代理人或再代理人。選任複代理人，並向其轉授代理權的權 
利稱為複任權。在轉委託中，各方當事人之間的關係構成複代理關係。



代理行為 

Ø 代理行為是代理人的獨立行為，而不是被代理人的行為。代理人必須 
在授權範圍內從事民事法律行為，而不能超越代理許可權。 

Ø 無權代理是指在沒有代理權的情況下，以他人名義實施的民事行為。 
可分未經授權的代理、超越代理許可權的代理、已失去效力的代理。 

o 無權代理的法律效力： 
Ø 對本人而言，產生本人的追認權和拒絕權。追認權是指對於他人沒有代理權、 

超越代理權或者代理權終止後，擅自以本人名義實施無權代理行為，本人有承 
認其效力，並同意承受代理行為法律後果的權利。這權利屬於形成權。如果被 
代理人知道他人以自己的名義從事代理活動而不作否認表示，即視為同意。 

Ø 產生第三人的催告權和撤銷權。催告權是第三人告知被代理人在一定期限內就 
是否行使追認權予以明確答覆的權利。第三人可以催告被代理人在一個月內予 
以追認。如果被代理人未作表示，則視為拒絕追認。 

Ø 確定無效的無權代理的法律效力。確定無效的無權代理所產生的後果，由無權 
代理人承擔責任。如果因無權代理使被代理人和第三人遭受損失，無權代理人 
要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但是，如果相對人知道對方無權代理，還與他實施民事 
行為，而給他人造成損失，則由無權代理人與第三人負連帶民事責任。



表見代理 

Ø 表見代理是指沒有代理權、超越代理權或者代理權終止後的無權代理 
人，以被代理人名義進行民事行為，並在客觀上使第三人相信其有代 
理權而實施的代理行為。 

Ø 表見代理屬於無權代理的一種，但因為它與其他無權代理並不一樣， 
所以法律規定了特殊的效果，其主要目的是保護善意第三人。 

Ø 第三人在客觀上有理由相信無權代理人有代理權。即無權代理人給第 
三人造成了他享有代理權的假象，而且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都會相 
信代理人有代理權； 

Ø 第三人善意，無過錯。即第三人不知道無權代理人沒有代理權，而且 
第三人的不知情沒有主觀上的重大過錯。 

o 法律效力 

Ø 表見代理產生與有權代理相同的法律效力。無權代理人與第三人之間 
實施的民事法律行為，對被代理人具有法律約束力，被代理人必須承 
擔代理人與第三人之間的民事活動的法律效力。



間接代理 

o 間接代理是指代理人不表明被代理人的身份，而是以自己的名義，在 
被代理人的授權範圍內實施代理行為。從《合同法》的規定可以看 
出，間接代理的特徵包括： 

Ø 代理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立合同； 
Ø 代理人在被代理人的授權範圍內實施隱名代理行為。 
Ø 法律效力 
Ø 如果第三人訂立合同時知道代理人與被代理人之間存在代理關係，則 

第三人與代理人所訂立的合同直接約束被代理人和第三人。 
Ø 如果第三人不知道代理人與被代理人之間存在代理關係，則並不直接 

產生顯名代理的效果，而是要通過被代理人行使介入權或者第三人行 
使選擇權來形成相應的法律後果：代理人因第三人的原因不履行對被 
代理人的義務時，則應當向被代理人披露第三人，代理人因此可以行 
使代理人對第三人的權利；代理人因被代理人的原因不履行對第三人 
的義務時，則應當向第三人披露被代理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被代 
理人或代理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利，但第三人一經選定，就不得變 
更所選定的相對人。被選定為相對人的被代理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張其 
對代理人的抗辯權。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