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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BE_99_E6_B1_9F_E5_c26_23207.htm 第一章 总论 一 债法的

地位： 1 以债权人、债务人间的利益关系为规制对象。 2 民

总是债法的基础，一般与特殊。 3 财产法，直接具有财产内

容或最终与财产有关。最初保护人格和财产。 4规定财产的

交易与财产、人身受侵害时的救济，动的安全。债权债务的

发生以物权法和人格权法的规定为基础。 二、债的性质 债是

特定当事人间得请求一定给付的民事法律关系。 1 民事法律

关系的一种。当事人地位平等。 2 财产性法律关系。直接具

有财产内容或最终与财产有关。 3 特定主体之间。债务履行

蒙受不利益，只能要求特定人。 4 当事人之间的特别结合关

系。意定之债：信赖；法定之债：政策考虑。有期限性，履

行后，债消灭，结合关系也消灭。 5 实现特定利益的法律手

段，根本目的不是给付而是利益满足或损失补偿。（非现实

的利益） 三、债权的性质（与物权相比较） 1．财产权。直

接具有财产内容或最终与财产有关。 2．请求权，而非支配

权。非支配债务人、非支配债务人的行为（行为的意志性）

、非支配标的物（再行出卖等）；与物权的支配性有很大差

异。 3．对人权，权利的相对性（一般来说，只对债务人有

意义），不能请求第三人履行，债权不能对抗第三人（例如

，未受清偿之价金债权不得对抗从买受人处取得财产的再买

受人等第三人）只能借助债务人的行为间接实现利益，除非

侵害债权或法律特别规定。 4．非排他性。物权的排他性（

同一性质的物权不能同时存在于一个标的物之上）、一物一



权主义；债权的非排他性：一物两卖。 5．债权的平等性。

物权的优先性：物权与债权共同指向同一标的物时，物权优

先于债权；担保物权的时间优先原则。债权的平等性，时间

先后不具意义。数个债权人对一个债务人发生数个普通债权

，平等。如：保全中的入库规则 6．类型的任意性。物权法

定原则；债权体系的开放性：契约自由原则。 7 期限性，届

满即消灭。约定、法定和实效。 四 债权的权能： 1 给付请求

权（请求力：主要效力）： 2 给付受领权，接受给付，永久

保持利益，（保持力：实质意义）； 3 债权保护请求权（强

制执行力：最后保障）； 4 处分权能。 完全债权与不完全债

权。 五 债的效力： 1积极方面：债权的效力：请求、保持、

强制执行。 2 消极方面：（1）履行全部债务：量、质、时间

。（2）全部财产作为一般担保，不得任意处分和放弃债权。

（3）承担债务违反的责任或强制执行。（4）未依债的本旨

履行赔偿责任。（5）不得以非债清偿为由请求反还。（6）

附随义务。 六、债权相对性的突破、扩张 （一）效力范围的

扩张： 1．债权的物权化。加强债权保护，赋予债权一定的

对抗性。 买卖不破租赁：承租人以基于租赁契约的债权对抗

租赁物的新所有权人。合同法第229条：“租赁物在租赁期间

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新所有权人

的回复请求权受债权的限制。 2．债的保全：债权人行使撤

销权或代位求偿权的效力及于第三人 3．第三人侵害债权：

第三人以侵害他人债权的目的而防碍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行为

。侵权行为的对象由绝对权向相对权的扩张（如以悖于善良

风俗之方法侵害债权）。但债权具有相对性，严格限制。 4

．涉他契约。“不得为他人缔约”的罗马法原则。意思自治



原则的着重点在于义务的承担的自愿性，因此利他性的涉他

契约的效力可以得到承认。不能随意在契约中为第三人设定

义务。合同法第64、65 条的规定：第三人不履行的，债务人

自己承担债不履行的责任。逐渐承认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5．债的移转。 法锁观念时的不可移转性。 财产的流转性。 

债权让与、债务承担。 6 依诚信原则对第三人的义务。即对

与债务人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也应负照顾和保护义务。 （二

）效力内容的扩张： 1 附随义务不以法定或约定为限，而是

为对方的利益，依社会观念应负的义务（从即定的债的内容

扩及到事先不确定的权利义务内容）。 2 法官的修正权力。

“契约必须严守”到“情势变更”、“合同落空”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