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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李永军教授推出的又一力作，全书为民法学科建构了新的理论体系，在完整严谨的体例框架
下，详尽透彻地阐释民法基本理论和制度，列举并分析不同理论学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例以及
相关国际条约、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具体内容、.国内外民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等。本书对一些
民法传统理论及制度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探讨，充分吸收了法国、德国、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民法理
论的有益成分，并密切结合我国现行民法学理的热点问题及立法实践进行论述，观点鲜明，资料翔实
，彰显了这本教材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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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永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法学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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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下午翻完，框架上理顺了。至于书本的结构，比较新颖，不太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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