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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物 权 行 为 下面我们着重给大家介绍物权行为的理论。 （

一）物权变动原则的含义 那么，最难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不

管你是原始取得也罢，不管你是继受取得也罢，财产所有权

在什么时候就转移了呢？前面我们已经反复讨论过了，《民

法通则》第72条规定，财产所有权在交付时转移，但是双方

另有约定的除外。那么注意，这个是我们讲的动产的交付。

也就是常说的，动产所有权的取得要以交付作为物权变动标

准；而不动产则是以登记作为物权变动的标准。故可见，由

于物权所具有的排他性质，因此，当物权发生、变更或消灭

时，如果不以一定的从外部可以查证的东西表现出来的话，

就不可避免地会给第三人带来难以预料的损害，直接影响交

易安全。所以民法中关于物权的变动才要强调，不动产要以

登记为公示方法；动产要以“交付”为公示方法，这即所谓

“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和“物

权变动的公信原则”共同构成了所谓“物权变动的原则”。 

（二）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 所以物权变动的原则中首先得讲

“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 所谓“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就

是说，因为物权是规范人和人之间因为对物的直接支配而产

生的利益关系的法律制度，所以物权的变动就必须有足以使

一般人能够认识它的那种表面特征，这就叫做“物权变动的

公示原则”。也就是说，在我们讲的物权行为中，一定要按

照交付或者登记这样的法定形式作出变动物权的意思表示，



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因此我们也把“按照交付或

者登记这样的法定形式作出变动物权的意思表示而成立的行

为”称之为物权行为。公示的形式，或者将其称之为原则，

说到底，就是要使物权在发生变动的时候，具有使一般人能

够感知到他的表面特征。所以从我们讲的那么多例子中，最

后均可得出这一个结论来，就是对于不动产来讲，只有其不

动产的登记发生了变化，才意味着其所有权发生了变动；而

对于动产来讲，只能以占有和交付作为其物权变动的标志。

也就是我们反复给大家用货币所举的那些例子。货币就是最

典型的以交付作为它的所有权变动的表面特征的物。凡是没

有相反的证据，占有货币的人就得推定他是货币的合法所有

人。 其实，所有的动产也都是这样，没有相反证据的时候，

凡是占有了一个动产，别人就认为你享有该动产的所有权。

而对于不动产来说，只有在它的不动产登记发生变动的时候

，才能认为其所有权发生了变动。我们在民法物权理论中，

把这样的一个制度就叫做“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 （三）

“物权变动的公信原则” 什么是“物权变动的公信原则”呢

？所谓“物权变动的公信原则”，是指凡是善意地信赖物权

变动的表面特征而取得权利的人，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即使物权变动的表面特征和其实际权利状况不相符合，对取

得权利的人所取得的物权也没有影响，这就叫做“物权变动

的公信原则”。 前面给大家讲的那个干部与农民的房屋买卖

纠纷的例子，其中即涉及到一个非常深的理论问题，那就是

这个“物权变动的公信原则”。那个农民说了，我怎么能知

道那个干部卖给我的房子，它的所有权的证上，已经变成我

的名字了，还会有问题呢？如果它不合法，国家土地部门、



房产部门为什么要给他变更所有权人的名字呢？所以，我就

是因为信赖你物权变动的表面特征，也就是说，我信赖你房

地产管理局的登记，我才取得了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故不管

你现在怎么证明这房子的所有权是他弟弟的，不是他的；你

处分了属于你弟弟享有所有权的房子，你弟弟就找你进行损

害赔偿。对于我来讲，我只要进行了房子的产权登记，即使

登记与你的实际权利状况不相符合，那么对于我的所有权的

取得也没有影响。这就是我们讲的物权变动的公信原则。 所

以由此可见，知道了什么叫“物权变动的原则”，就知道了

什么叫“物权行为”。也就是说，不动产以登记为形式要件

，动产以交付以及占有为形式要件，根据这种法定形式而作

出意思表示才成立的法律行为，就叫做物权行为。因而这也

就使物权行为具有这样的一种公示的作用，或者说，具有一

种公信力。所以在明白了“物权行为”的理论和“物权变动

原则”的基本概念以后，考试中不可能有比那个干部与农民

房屋买卖纠纷这个案例更复杂的东西了。 下面我们再复习什

么叫交付。 （一）交付的概念与意义 简单说，交付即是一种

以转移占有权为目的的法律行为。从法律上说，动产物权的

让与，非经交付不产生法律上的效力。这就是物权变动的公

示原则中的“动产交付原则”。不过一定要注意，交付实际

上分为很多种情况，所以我们要具体予以复习。 （二）交付

的分类 1.“现实交付”。 什么叫“现实交付”呢？当面交付

的转移占有就是交付。比如我把这个录音机借给你，你拿到

录音机，这就算交付了。我说我把手表卖给你，我把手表给

了你，转移了占有，就算交付。动产所有权的让与非将动产

交付不发生效力，这是传统的民法理论。但是要注意，实际



上在现代商业中，由于方便和快捷的需要，只要你符合法律

规定的公示要求，即使物权人没有实际占有标的物，只要他

实际享有了对物支配的权利，也认为他在法律上享有了所有

权。所以除了现实交付以外，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法律上推定

的交付。 2.“运送交付”。 “运送交付”就是指以托运和邮

寄的方式交付的，只要交到运送人手中和邮局的时候，就视

为交付。在国际海上运送过程中，按照FOB条款，当起重机

把拖拉机、汽车这类货物往轮船上吊的时候，如果吊绳断了

，货物掉下来，只要掉在甲板上，即视为交付，这个时候，

也算交到运送人手里了，要赔也由保险公司赔。但是如果掉

到海里了，那么对不起，没有交付。 3.“特别交付”。 所谓

特别交付，是指法律规定需要履行特殊程序的，只有依照程

序办理了有关事项，如取得登记和公证以后，才视为交付。

这是法律规定的特别要件。实际上就是特殊的书面形式要件

问题。 4.“拟制交付”。 所谓拟制交付，是指凡是以有价证

券作为交付标的物的，比如你在国际经济法中学的提单运输

中的仓储单、提单等，转移有价证券的占有就视为交付。但

如果票据的转让也算一种拟制交付，这就又涉及到前面讲的

特定物中的那个例子了。如果把提货单的交付视为一种拟制

交付的话，那么供销社已经将发票给了买方了，还承担什么

责任呢？显然，拟制交付的是权利，这个时候，所有权转移

了，那供销社和买自行车的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呢

？自行车保管法律关系，即供销社负有对已经交付的自行车

的保管义务。你在自行车保管法律关系中把人家的自行车弄

丢了，你不赔人家自行车行吗？因此，可以免除你的交付义

务，但并不免除你对保管不当而应付的赔偿义务。 5.“简易



交付”。 它是指在让与合同签订以前，受让人已经通过某种

法律行为，比如租赁、借用等占有了该动产的时候，这个时

候只要动产物权变动的合意，就视为交付。 我们探讨过一个

案例。珠海一个公司买了一条船，后来船出了毛病送到上海

的某修船厂去修，修完以后呢，由于费用很大，这家公司交

不起修船费，就与修船厂达成了协议，以船的股份折抵修理

费，就是把船舶变成原来的船东与修船厂共有了。你以修理

费而我以船合股经营。经过了一年以后，又达成第二个协议

。珠海的公司说，我干脆把船卖给你算了。签字以后，上海

的修船厂就提出来说，按照船舶交付的规定，船舶的交付除

了进行实物交付以外，必须交付船的设计图纸才行。可船一

直在修理厂，设计图肯定也在修理厂。但珠海方面由于领导

多次变动，找不到修理厂的收据了。所以修理厂说，你证明

不了已经交付了图纸，那就是没有交付。你不履行全部的交

付义务，我就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可以不付款。但如果你

把这看成是“简易交付”的话，当我的船舶转让合同达成的

时候，船舶已经在事实上已为你所占有了，那就应视为交付

，所以不需要举证，我已经向你交付了。 6.“占有改定”。 

它是指动产物权的出让人和受让人之间，特别约定标的物依

然由出让人继续占有的，在转让合意成立的时候，就视为交

付。 我有一辆自行车，准备卖给你。双方达成了协议，以50

元转让。合同签订时我又提出了一个小要求，我要参加完考

试才离开北京，所以你把自行车借给我两个月，两个月以后

我离京那天再把自行车还给你。注意，这个时候原来属于我

的自行车现在已经由你享有所有权了，那我们之间又建立了

一种什么法律关系呢？借用关系。 ７.“指示交付”。 所谓



指示交付是指动产由第三人占有的时候，出让人将他对第三

人的返还请求权转让给对方，以代替现实交付。此种情况就

叫做“指示交付”。例如，我把自行车卖给你，车本也交给

了你，然后告诉你，那辆自行车我借给某人了，我写了一张

条子，让第三人将自行车交给你。所以我们要注意，只要符

合法律规定的公示要求，即使没有实际占有该物，只要他享

有了直接支配的权利，我们同样认为是享有了所有权，在法

律上同样视为交付。 所有权的消灭中，我们一般研究的是所

有权的绝对消灭和相对消灭。 （一）所有权的绝对消灭 所谓

“绝对消灭”，就是指物的灭失。玻璃杯被打碎了，所有人

不可能对玻璃杯享有所有权；拣破烂的拣到了破玻璃杯，但

那是对破玻璃的所有权，而不是对玻璃杯的所有权。 （二）

所有权的相对消灭 所谓“相对消灭”，比如我有一个玻璃杯

我不要了，送给了别人，我就不再对此玻璃杯享有所有权，

但接受赠与的人即享有了所有权。这就叫所有权的相对消灭

。 在我国法律中，所有权受到了不同的法律手段的保护，其

中既有刑事保护手段，又有行政保护手段，但最大量的还是

民事保护手段。民事的保护手段的实施，是通过民事诉讼来

实现的，故称作“诉”。 首先是确认所有权之诉。当两个以

上的民事主体对同一项产权的所有权发生争议时，占有财产

的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其对该财产享有合

法的所有权。 其次是即排除妨害之诉。当所有人对自己的财

产行使所有权受到非法妨害，或自己的财产所有权将要受到

他人危害时，所有人有权提出诉讼，请求法院责令妨害人排

除这种妨害。 其三是恢复原状之诉。当财产受到他人非法侵

害而损坏时，凡通过修复可以复原的，财产所有人有权提起



诉讼，要求法院责令加害人予以修复。 最后才是返还原物之

诉。当财产被他人不法占有时，财产所有人有权提起诉讼，

要求人民法院责令非法占有人返还原物。 这四种诉都是物权

的保护方法，其目的都在于保证所有人实现对自己财产的占

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我们在复习“所有权的保护

”时，对所谓“确认产权之诉、排除妨害之诉、恢复原状之

诉”，就不去详细研究了。这其实也都是“物上请求权”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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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