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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4/2021_2022__E6_9D_A8_

E7_AB_8B_E6_96_B0__c122_484854.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权法》经过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已经

高票通过，成为正式的法律。我们这些参加起草《物权法》

的专家感到由衷地高兴。经过14年的艰辛努力，我们看到的

是一部崭新的，充满了浓烈中国特色的《物权法》。前段时

间，有人曾经指责我国的《物权法》草案是照抄照搬西方国

家民法物权法的法律草案，真的是毫无道理的。我就想就《

物权法》的这一特点，说说它的鲜明中国特色。 一、制定一

部专门的《物权法》的本身就是中国特色 专门制定一部独立

的法律，而且这部法律的名称就叫做《物权法》，这本身就

是我国《物权法》的中国特色。据我所知，在大陆法系国家

，立法机关专门制定一部独立的法律，并且把这部法律就叫

做《物权法》，几乎是没有的。在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都

规定物权法，法国法系称之为财产法，德国法系称之为物权

法。在德国法系国家民事立法中，物权法都放在民法典中，

作为其分则的一编，被冠以“物权编”或者“物权篇”的名

称。英美法系有财产法的法律部门，规定财产权利，但与大

陆法系不仅存在成文法和判例法的区别，而且在具体的权利

类型和具体规则上也存在原则的区别。在以往的立法例中，

几乎没有看到一部专门的物权法。 相比之下，我国专门制定

一部完整的《物权法》，这是一个极为突出的特色。按照民

法典的起草计划，将来在编纂民法典的时候，会把《物权法

》收回在民法典中，作为民法典的一编来规定，例如已经经



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

，就是把物权法规定为第二编物权法编。不过，那都是以后

的事情，现实的状况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专

门的法律，这部法律就叫做《物权法》，这已经成为客观的

事实，是没有办法更改的。 二、《物权法》规定具有独创性

的物权体现了强烈的中国特色 我国《物权法》的鲜明中国特

色，更主要的体现在它所规定的哪些独具特色的物权类型上

。 在《物权法》规定的物权体系中，规定了所有权、业主的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共有权、相邻权（相邻关系）、土地承

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特许

物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共12种基本物权，其中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特许物权

，都是我国独具特色的物权，是在任何国家的物权法中都没

有出现过的物权。尽管所有权是任何民事立法都规定的物权

，但是我国《物权法》规定的所有权也有自己的特点。 （一

）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我国农民自己创造的物

权，是独具特色的中国式的用物权。 出现这个用益物权的基

础是，中国农村的土地归属于集体所有，农民不享有土地所

有权。但是，由于以前没有找到一个适当的方法，农村实行

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农民集体耕作，集体分配

，混淆了物权的应有界限，无法调动农民的耕作积极性，阻

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创造了联产承包制，创立了土地

承包经营权的雏形，得到了国家的支持，经过不断完善，终

于形成了这个具有特色的用益物权，适应了我国农村和城郊

土地归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现状，在不破坏这个集

体所有权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解决了农民耕种土地，以土地



居住、谋生的土地利用问题，创造了中国解决农村土地所有

和利用关系问题的一个独特之作。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胜利

成果之一，这个物权保护了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和种田的积极

性，保护了农民的根本利益，是适应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的。 

这个用益物权的基本特点，是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设立

耕作、收获的权利。这样一个用益物权，与传统民法的永佃

权极为相似，我也曾经提出过要用永佃权的形式改造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意见。 但是，永佃权与我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

完全不同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永佃权区别是：第一，

二者建立的基础不同。永佃权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

，是耕作者与地主之间的关系。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建立在土

地公有基础上的，是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关系，承包人一

般是土地所属组织的成员，而且他本身就是这个所有权主体

中的一员。第二，二者的性质不同。永佃权是地主利用土地

获取收益的一种法律形式，具有一定的剥削性质。土地承包

经营权并非土地所有者利用土地获取收益，而是通过承包人

更好地发挥土地的效用，是承包的农民获益，也是经济组织

的全体农民获益。第三，二者的存续期限不同。永佃权是一

种无限期物权，永佃权人可以永久地使用他人土地。土地承

包经营权则是一种有期物权，只能在一定期限内存在。如此

看来，土地承包经营权不仅与永佃权不同，而且也与任何国

家的耕地私人所有制度都不同，是一个独具特色的用益物权

。 （二）建设用地使用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也是我国在改革开

放中产生的用益物权，是我国独创的物权。 在我国，城市土

地归属于国家所有。在这样的土地所有权制度中，如何解决

城市居民住宅用地，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城市所有的土地都



属于国家所有，而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块土地建设自己的住

宅，使自己能够安身。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考验着中国人民

的智慧。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这种物权，

解决了这个问题。《物权法》将这个物权明确规定为建设用

地使用权，确认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和划拨这两种权利取得

的基本形式，使城市居民的住宅用地，通过开发商依据国有

土地出让合同的形式，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住宅建设，

然后出售给城市居民，使城市居民也就是业主在取得住宅的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同时，取得了与自己住宅相应的那份建

设用地使用权。这样，就解决了中国城市居民住房用地的需

求与土地共有的矛盾问题。同时，《物权法》又明确规定住

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后的自动续期制度，消除了建筑物区

分所有权业主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70年使用期的顾虑，使人

民真正能够安居乐业。 在工商业以及其他建设用地需要的问

题上，《物权法》也明确规定了具体的规则，使这个用益物

权能够解决工业、商业、国防以及其他方面建设的用地需求

。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性质是地上权，但是，这个用益物权与

其他国家民事立法中规定的地上权并不相同。它仅仅是地上

权中的一种，而不是全部；它是建立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上的

地上权，而不是在私有土地上设立的地上权。因此，这个物

权是一个独创性的用益物权。 （三）宅基地使用权 在农村，

在解决农民的住宅用地问题上，则采用了宅基地使用权的方

法，使每一户农民都能够从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中，获得一

块地设立宅基地使用权，没有期限限制，供自己建设住宅，

永久享有建筑物的所有权，使农民能够安居乐业。 从性质上

说，宅基地使用权也是地上权，但是，它是建立在农村土地



公有制度之上的地上权，独具特色，与众不同。 （四）特许

物权 在特许物权的规定中，《物权法》将其规定在用益物权

的“一般规定”之中，规定了海域使用权、采矿权、探矿权

、取水权、渔业权等权利，赋予其用益物权的属性，也是我

国的特色。 特许物权制度是基于当代社会对土地和自然资源

利用的多元化而出现，并且随着这种多元化的趋势不断发展

而日益强大起来的。在传统民法中，对于土地的归属及利用

关系的调整是通过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理论和立法模式来实

现的。而自然资源附属于土地，依附于土地，因而成为土地

的附属物。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对土地的归属和利

用关系的理论和立法模式作为基础，把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

转让参照不动产的规则来处理，也是顺理成章的。因而，大

陆法系的物权法并没有专门的特许物权概念，而是对自然资

源作为土地的开发利用关系，用用益物权的规则处理。这种

状况在当代遭到了挑战。诸如水资源、渔业、动物、林业等

附属于土地的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具备了独特的价值，并逐渐

脱离于土地所有人的支配范围，因而，自然资源的使用和开

发权不能再作为一般的不动产用益物权，逐步地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权利体系，并且与传统不动产用益物权存在较大的差

异。特别是在世界各国已经将环境和资源作为人类最重要的

宝贵财富予以保护的今天，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和开发具有更

为重要的意义。《物权法》把特许物权规定在用益物权的“

一般规定”之中，准许适用用益物权的一般规则，同时也明

确规定适用规定这些特许物权的特别法，使环境和自然资源

得到有效的开发和保护。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物权法》的一

个鲜明特色。 （五）三个不同的所有权形式 除了上述三个用



益物权之外，我们还应当看到我国所有权制度的特色。即使

在各国物权法都要规定的所有权制度中，《物权法》也突出

了自己的特色，把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

人所有权。对此，尽管在立法过程中，我们曾经强烈建议不

要规定所有权的这种区别，以防止在不同的所有权形式之间

设立藩篱，阻碍物权流转，侵害私人所有权。但《物权法》

在规定了三种不同的所有权形式之后，明确规定了不同所有

权平等保护原则，能够防止这些问题的发生，因此，三个所

有权形式的规定就成为了我国物权法的一个鲜明特色。 三、

《物权法》规定与众不同的物权规则也具有中国特色 《物权

法》还创造了很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具体规则，这也体现了我

国《物权法》的鲜明中国特色。这样的规则较多，我仅举几

例作为说明。 关于善意取得，各国物权法一般规定适用于动

产交易，不适用于不动产交易，但我国《物权法》在“所有

权取得的特别规定”一章中，不仅规定善意取得适用于动产

，而且也适用于不动产。这样的规则来源于我国的司法实践

。最高人民法院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在《关于贯彻执行若干

问题的意见（试行）》第8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于共有

财产享有共同的权利，承担共同的义务。在共同共有关系存

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

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

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

。”这样的司法解释是成功的，我曾经写过文章说明这一司

法解释的法理依据和现实价值。 把这样的规则写进《物权法

》，尽管缺少立法例的支持，但却是完全有把握的，这也体

现了我国《物权法》的中国特色。 对于拾得物的规定，《物



权法》用了5个条文进行规定，突出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

具体规则上，规定了应当返还权利人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

门等规则，宣扬了拾金不昧的精神，也有我们自己的特点。 

至于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等

独具我国特色的物权中，所有的规则都具有我国的特色，都

展现了我国《物权法》的独创性。特别值得重复说明的，就

是住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之后自动续期的规定，极

具特点，给城市居民对于住宅地基的权利担忧吃上了一颗定

心丸，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有特色的规则。 四、我国《物权

法》应当保持自己的特色并且要不断进行完善 任何一部物权

法，都必须具备自己的特色。中国的物权法要适合自己的国

情，成为卓有成效的物权法，也必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各国民法典中，物权制度从来都是具有民族性和固有性特

征的民事权利制度，它说的就是一个民族的物权法应当具有

自己的特点，是一个民族确认财产归属和利用关系的权利制

度体系。物权法的基本内容是规定物权制度，体现一个国家

的基本所有制，以及在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各项物权制度

。由于一个特定的国家具有自己不同的发展历史和观念，物

权法的发展具有更为浓厚的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特色，体现与

自己国家和民族发展相一致的民法物权制度，因而使物权法

所规定的制度千差万别，各有自己的特点，而与他国不同。

在现代世界上，各国的物权制度由于相互借鉴，在很多制度

上采用了相同的或者相似的内容，但是与债权法和知识产权

法等普遍法相比较，物权法的民族性和固有性还是其鲜明特

点。 如果说，在民法典中最需要有共同性而不是民族性和固

有性的法律，是合同法，因为合同法是规范交易规则的法律



，凡是进行国际间的交易，都必须采取相同的规则，才能保

证交易的顺利进行，维护交易各方的权益。正如清末修订法

律大臣俞廉三、刘若曾在《民律前三编草案告成奏折》中所

称：斟酌?海交通，于今为盛。凡都邑巨阜，无一非商战之场

。华侨在国外发生争端，要适用本国法。一旦构成讼争，彼

执大同之成规，我守拘墟之旧习，利害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因而凡能力之差异、买卖之规定，以及利率、时效等项，

悉采用普通之制，以均彼我而保公平。 如果债法规定与别国

不同，就难以取得交易上的优势。 而物权的流转则是本国自

己的事情，只要本国人民认可，适合于本国人民的需要和本

国国情，就应当确认这样的制度保持物权法的民族性和固有

性。如果《物权法》抄袭的是他国的物权和物权规则，并不

适合我国国情，那不仅不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能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而会适得其反，甚至阻碍经济的发展

，损害民事主体的利益。因此，《物权法》必须具有本国的

特色，并且保持这种特色。可以说，我国《物权法》已经做

到了这一点。 有一点必须指出，即我们在看到我国《物权法

》的上述中国特色的同时，也应当看到《物权法》这些具有

鲜明特色的物权种类、物权规则也还存在某些不够完善的问

题，在其他方面也还存在很多的不足，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

探索和完善，需要在《物权法》现行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

总结实践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在将《物权法》编入

中国民法典的时候，能够使它更加进步，更加适合于我国国

情，在推进经济发展、文明进步和保障人民幸福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这是我们对《物权法》的更高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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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