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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有权的概念（1）所有权的含义：①作为一项法律制度

，所有权是一定社会中所有制在法律上的反映，是统治阶级

用法律手段确认和保护一定社会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

和；②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所有权的主体是财产所有人

和非所有人，客体是物，内容是财产所有人对其财产享有绝

对的支配权和非财产所有人负有不得侵犯所有权的义务；③

作为一种民事权利，所有权指财产所有人对于其所有的财产

依法享有的独占支配权。（2）所有权的概念：所有人依法对

自己所有的物享有的独占性的支配权，具体体现为占有、使

用、收益、处分的权利。二．所有权的特征①自权性：所有

权是所有人对自有物所享有的权利，不需任何中介就可以直

接、无条件地支配其所有的物，并且依自己的意愿行使占有

、使用、收益和处分其物的权能。所有权的此特征，区别于

对他人所有的物所享有的权利；②完全性：所有人在法律允

许的范围内享有对物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所有权能。

除所有权以外的任何物权，都是不完全物权；③恒久性：所

有权无存在期限的限制；④单一性：所有权是对标的物的统

一支配权，不是各项权能的简单迭加；⑤弹力性：所有权的

权能可以通过设定他物权而与作为整体的所有权分离。当然

，这种分离并不丧失所有权的支配力。当他物权消灭时，那

些离开整体的权能便复归原位，所有权恢复到原来的圆满状

态。三．所有权的权能1．所有权权能的概念：所有权的权能



是指所有权的内容或职能。2．所有权的内容根据我国《民法

通则》的规定，所有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

。（1）占有①占有的概念：占有权能是所有人实际掌握、控

制所以物的权能。②占有的分类：a. 自主占有与他人占有：

所有人的占有为自主占有，非所有人的占有为他人占有；b. 

合法占有与非法占有：依据法律规定或所有人的意志而由非

所有人占有所有人的财产，否则为非法占有；c. 善意占有与

恶意占有：依据非法占有人在占有一项财产时的心理状态，

将占有他人财产分为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非法占有人在占

有一项财产时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其占有财产是非法的；否

则为恶意占有；d. 有权占有与无权占有：占有人对其享有占

有权的占有是有权占有，否则是无权占有。（2）使用直接按

照财产的性能和用途对财产加以利用、运用。根据使用领域

的不同，可以把使用分为：为生产目的的使用和为消费目的

的使用。使用权确认并保障所有人利用自己财产的权能。根

据使用目的的不同，可以把使用分为：发挥物本身效用的使

用、获得其他利益的使用。（3）收益收益是指在财产上获得

经济利益。收益权与使用权紧密联系。使用的目的在于收益

，收益是使用的必然结果。如果财产不能取得收益，所有权

变为毫无意义。法律上将对财产获得的经济利益称为财产的

孳息。从财产自然增长中获得的利益称为自然孳息；依照法

律规定，通过法律关系使财产产生的收益称为法定孳息。（4

）处分是指决定财产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命运的权能。事实处

分：指财产所有人有权决定财产事实上有和无的命运。法律

处分：指财产所有人有权决定财产所有人的转移。处分权的

行使与处分权的分离是不同的。所有权的权能是可以分离的



。所有权的具体权能从所有权中适当分离以后，就形成了相

对独立的财产权。四．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与丧失（一）不

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所有权的取得，是指民事主体依据一定的

法律事实而获得某物的所有权。根据所有权的取得是否与原

所有人的所有权与意志为依据，把所有权的取得分为原始取

得和继受取得。1．原始取得：直接依据法律的规定，不依原

所有人的所有权和意志而直接取得财产的所有权的方式。原

始取得的方式主要有：（1）生产，包括制造、加工等行为；

（2）孳息，包括自然孳息和法定孳息；（3）没收，国家行

政机关、审判机关依据法律的强制性行为；（4）遗失物，我

国没有规定财产的占有时效。《民法通则》规定：“拾得遗

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

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但是，如果遗失物被拾得人交给

国家机关，经法定期限无人认领，依法归国家所有；（5）所

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根据《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

规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接收单

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6

）添附：是指不同所有人的物合并在一起而形成不可分割的

物或具有新质的物。添附行为导致新物的产生，分割已经不

可能或经济上不合理，各国民法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一般

根据添附的事实，重新确定所有权的归属，并斟酌具体情况

，以形成共有关系为补充。添附包括三种形式：①混合：属

于不同所有人的动产相互混杂或交融而难于分离或识别，且

在某些情况下形成了新的物。例如：葡萄原汁与水、糖混合

勾兑成葡萄酒。②附合：不同所有人的物密切结合在一起，

形成难以分割的物。其特点是原所有人的物仍然能够识别，



但分割在经济上不合算。例如：砖与水泥附和成房屋，建筑

于土地上，是动产与不动产的附合；轮胎、底盘、车身、发

动机等附合成汽车，是动产与动产的附合。③加工：在他人

动产上进行劳作从而使其成为新的价值更高的动产的活动。

例如：将他人的木料雕刻成为工艺品。2．继受取得：以原所

有人的所有权与意志为依据，通过某种法律行为或法律事件

从原所有人那里取得财产所有权的方式。继受取得的主要方

式为：（1）财产转让：通过买卖、赠与、互易等民事法律行

为，由一方将财产所有权转移给另外一方所有，新的所有人

取得物的所有权；原所有人的所有权消灭；（2）继承或受遗

赠：根据继承法的规定，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可以根据遗嘱或法定继承方式，由继承人继承或接受遗赠

；（3）其他合法取得：例如，国家通过赎买、征收、征购、

征用等方式取得国家所有权。3．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方式：

（1）继受取得因法律行为而取得；（2）原始取得如，强制

执行时对不动产的拍卖（二）不动产所有权的丧失（1）取得

人依法取得了不动产的所有权，原所有人即丧失了所有权；

（2）所有人因抛弃所有权而导致所有权的丧失。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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