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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梳理了大陆法系民法中无权处分制度的来龙去脉。解析并更正了以往学者在研究中，对无权
处分制度的一些误解。并且从比较法视角，通过罗马法、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等对
无权处分制度的界定，再现了该制度的基本原理。
中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了“无权处分”制度，而第150条规定了出卖人权利瑕疵担保责任，这两者
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一直是争论不休，而无权处分涉及处分人，处分相对人和原权利人三方关系，被
学者称为“法学上的精灵”，我过尚无对此的深入研究和思考，本书可以对该方面的研究有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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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加倍罚款要式口约立即成为最常见的做法，人们用它承诺：在发生真正的追夺的情况下
，即当买主因判决而实际丧失物时，将向其返还双倍的已支付价款或价款的原额（甚至比双倍更多的
款额）。”在取得时效制度入法之前，要求返还或者提起返还原物之诉不受时间的限制。取得时效制
度入法以后，所有人要求返还或者提起返还原物之诉受到取得时效的限制。这是针对自无权处分人处
受让财产的情形而言的，如果财产系由权利人处受让，但是受让的形式存在瑕疵，比如通过让渡的方
式获取要式物的人，虽然受让人不能立即成为所有人，但是受让人可以提出“出卖和让渡物抗辩”，
要求审判员在查明原告已经将物出卖或者让渡给他的情况下将他开释，从而使自己成为实际的所有者
。 三、善意和恶意的区分 善意和恶意是民法上的重要概念，所谓善意是指不知情，而恶意是指知情
。罗马法较早并且较好地区分了善意、恶意的概念，并且按照交易情形中当事人善意与否，赋予不同
的法律效力。举其要者，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主张依取得时效取得所有权者，其占有某物
之初须为善意。即占有人必须确信其占有物为己有，而不能有任何瑕疵，善意存在于占有的开始即可
。 2.在添附事实中，善意的添附人可以主张一定的权利，获得某些救济，而恶意的添附人通常不享有
这些权利。比如，播种下的小麦也被认为添附于土地，善意地以自己的费用在他人土地上播种的人，
可以通过提出诈欺抗辩来获得救济，主张自己的权利。 3.善意占有人可以获得占有物的孳息，并在时
效完成以后取得占有物的所有权。 4.善意而具有合法原因的占有，受最高裁判官令状和菩布利恰拿诉
（Actio Publiciana）的保护，占有人在失去其物的占有时得提起回复占有的请求。 5.占有期间标的物发
生毁损灭失时，善意占有人的损害赔偿范围比恶意占有人要小。 6.善意占有人对于占有标的物期间所
支付的必要的维持费用和有益的改良费用，有权要求所有人归还和补偿，善意占有人对此享有“留置
权”和“拆除权”。 罗马人对善意、恶意的区分，以及分别赋予不同的法律效力的做法，十分科学合
理，这些内容几乎毫无更改地为后世立法所接受，影响巨大而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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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陆法系无权处分制度比较研究》为《东吴法学文丛》之一，是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着力打造的具
有学术品味和学术特色的大型学术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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