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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 物权法律制度 第一节 物权概述 一、物的概念和分类 物

，是指人们能够支配或控制的物质实体或自然力。可以说，

物是民事法律关系最普遍的客体。 物的法律特征：客观物质

性.可支配性.可使用性.特定性.独立性。 物的分类： (1)动产与

不动产。 动产，是指能够移动且移动后不至于损害其价值的

物。不动产，是指不能移动或虽可移动但移动后有损其价值

的物。如土地、附着于土地的建筑物及其他定着物、建筑物

的固定附属设备等。 区分动产与不动产划分的法律意义在于

：(1)不动产物权变动，以向国家行政主管机关登记为要件，

方能发生所有权转移的后果。动产物权的变动，一般以物的

实际交付为要件。(2)不动产纠纷发生法院的专属管辖，即一

律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涉外不动产纠纷的处理适用不

动产所在地法。动产纠纷的管辖则不受此限。 (2)流通物、限

制流通物、禁止流通物。 区分流通物、限制流通物、禁止流

通物的法律意义在于：民事主体违反有关限制流通物、禁止

流通物的有关规定的，行为无效，当事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3)特定物与种类物。 特定物，是指具有独立特征或被



权利人指定，不能以其他物替代的物。种类物，是指具有共

同特征和同样经济意义并可以用度量衡计算的可替代之物。 

区分特定物与种类物的法律意义在于：(1)适用范围不同。有

些合同的标的物只能是特定物。如财产租赁合同、使用借贷

合同等.而有些合同的标的物只能是种类物，如金钱借贷合同

。(2)标的物所有权转移时间不同。种类物的转让，通常以物

的交付时问为所有权转移时间。特定物的转让。可以物的交

付为所有权转移的标志，也可以按照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的约

定，确定所有权转移的时间。(3)标的物在交付前灭失的责任

不同。特定物在交付对方当事人之前灭失的，可以免除义务

人实际交付原物的义务，由有过错的当事人承担损失。种类

物在交付前灭失的，义务人应交付同等种类物。 (4)主物与从

物。 主物，是指独立存在，在与同属一人所有的其他独立物

结合使用中起主要作用的物。从物，是指独立存在，在与同

属一人所有的其他独立物结合使用中处于附属地位、起辅助

和配合作用的物。 区分主物与从物的法律意义在于：在法律

无相反规定或合同无相反约定时，主物所有权转移时，从物

所有权也随之转移，即对主物的处分及于从物。 (5)可分物与

不可分物。 可分物，是指可以分割且分割后不损害其经济用

途或改变其性质的物。不可分物，是指按照物的性质不能分

割或分割后将损害其原有用途或降低其经济价值的物。数人

共享一个债权或共负一个债务，标的物为可分物的，债权人

可以享有按份债权，债务人可以负有按份债务.标的物为不可

分物的，债权人之间是连带债权，债务人之间负连带债务。

(6)原物与孳息物。 原物是指依其自然属性或法律规定产生新

物的物。如生蛋的母鸡、产生利息的存款本金。孳息物，是



指原物产生的新物。包括天然孽息和法定孳息。天然孳息，

是指原物依自然规律产生的物.法定孳息，是指原物依法律规

定产生的物。此划分的法律意义在于：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合

同另有约定外，孳息归原物所有人所有。转让原物时，孳息

收取权一并转移。 (7)消耗物与不消耗物。 区分消耗物与不消

耗物的法律意义在于：消耗物可以作为消费借贷、买卖等转

移所有权的合同的标的物.而不消耗物不仅可以作为转移所有

权类合同的标的物，还可以成为使用借贷、租赁等合同的标

的物。 (8)有主物与无主物。有主物，是指所有权人明确的物

。无主物，是指在一定期限内没有所有权人或所有权人不明

的物。 (9)单一物、合成物与集合物。单一物，是指独立成一

体的物。合成物，指数个单一物结合为一体的物。集合物，

是指多个的单一物或合成物集合为一体作为权利标的，在交

易上和法律上当做一物对待的物的总体。 (10)定着物与附着

物。定着物，是指固定于地上或地下、不能移动的物，定着

物不是它所定着的物的一部分，也不是从物，而是独立的物

。附着物，是指附着于其他物上、可以与所附着之物分离、

但分离之后不能正常发挥其用途的物。此划分的法律意义在

于：定着物属于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法律.附着物有的是动产

，有的在法律上视为不动产。 (11)特殊种类的物。包括货币

与证券。 二、物权的概念和特征 物权，是指权利人直接支配

特定物，而享受其利益的排他性财产权。包括所有权、用益

物权和担保物权。物权是一种财产权，以直接就物享受利益

为内容。物权以特定物为标的。物权是支配型财产权。物权

分为自物权和他物权两种。 物权与其他相关权利比较。具有

如下法律特征： (1)物权是对物的支配权。 (2)物权是排他性



财产权。 (3)物权是对世权。物权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而义

务主体是不特定的。物权对除权利人之外的任何人都有约束

力。 (4)物权是绝对权。物权的实现。无需义务人为积极行为

进行协助，仅由权利人对标的物进行直接支配即可。物权义

务人所负担的是不作为的义务，即不得对物权人实施非法干

预。 (5)物权是法定权利。其内容、效力均由强制性规范所规

定，因此，物权人能够在合法范围内无限制条件地、绝对地

实现其权利。 【补充】对世权：物权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

义务主体是不特定的。比如甲拥有一块手表，其他任何一个

人都不能干扰甲行使其岁手表的权利。此例中权利是特定的

，即甲，而义务主体是不特定的，即除了甲之外的任何一个

人。 三、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一)一物一权原则 一物一权，是

指一个标的物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不允许有互不相容的

两个以上的物权同时存在于同一标的物上。 (二)物权法定原

则 物权法定，是指物权的种类、内容均由法律规定，不得由

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法定原则的内容：物权的种类不得创

设，即当事人不得创设法律所不认可的新类型的物权。物权

的内容不得创设，即当事人不得创设与物权的法定内容相悖

的物权内容。 (三)公示、公信原则 公示原则，是指物权的存

在与变动均应当具备法定的公示方式的原则。公示，是将物

权的存在与变动状态以法定方式公开向社会公众显示，以使

公众知晓。物权的存在与变动公示的，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并受法律保护。不公示的，不能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公

信原则，是指物权的存在与变动因公示而取得法律上的公信

力，即法律推定动产的占有人对其占有的动产享有物权，不

动产的登记名义人享有登记于其名下的不动产物权。 即使公



示的物权名义人不是真正的物权人，善意受让人基于对公示

的信赖，仍能取得物权。公信，是指公示所产生的物权存在

与变动的效力的可信赖性。依公信原则，物权的存在与变动

公示的，即发生权利存在与变动的效力，即使公示有瑕疵，

善意受让人也不负返还义务。 四、物权的分类及形式 根据物

权法规定，物权主要分为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三大

类。根据不同种类物权内在本质特征还可以划分为若干情形

的物权。 (一)自物权与他物权 自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自

有物享有的物权。他物权，是指权利人根据法律的规定或合

同的约定，对他人所有之物享有的物权。所有权之外的一切

物权均为他物权。划分的法律意义在于：认识不同的物权有

不同的范围的支配力，不同物权人的权利范围也不相同。 (

二)动产物权与不动产物权 动产物权，是指以动产为标的的物

权。不动产物权，是指以不动产为标的的物权。 划分的法律

意义：二者的成立要件、效力及得丧变更方式有所不同。二

者的公示方法、成立要件不同。动产物权的享有和变动的公

示方法是占有和交付.不动产物权的享有和变动的公示方法为

登记。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是交付.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

效要件是登记。二者所受限制不同。法律对不动产物权变动

的限制要多于动产物权变动的限制。 (三)主物权与从物权 依

物权是否具有独立性为标准划分。主物权，是指不从属于其

他权利而独立存在的物权。从物权，是指从属于其他权利，

并为所从属的权利服务的物权。划分的法律意义在于：主物

权能够独立存在。而从物权的存在须以它所从属的权利的存

在为前提，主权利消灭时，从物权也随之消灭。 (四)登记物

权与非登记物权 登记物权，是指物权的设定、变更及终止须



经登记机关登记才能产生相应法律效力的物权。不动产物权

均为登记物权。非登记物权，是指物权的取得或丧失变更无

须登记即可产生相应法律效力的物权。划分意义在于：绝大

多数动产物权均为非登记物权。非登记物权以物之占有为公

示方法，其变动无须登记，只须交付即生效力。 (五)普通物

权与准物权 普通物权，是指由民法典所规定的物权。准物权

，是指由矿业法、渔业法等特别法所规定的，具有物权性质

的财产权，如矿业法所规定的探矿权、采矿权，渔业法所规

定的捕捞权、养殖权等。划分的法律意义在于：准物权由特

别法所规定，且其取得与行使受行政限制。对于准物权应当

首先适用相关特别法的规定。只有特别法对相关内容没有规

定时，才适用民法的规定。 五、物权的效力 物权的效力，是

指法律赋于物权的强制性作用力。 (一)物权的支配力 物权的

支配力，是指法律赋予物权的、保障物权人对标的物直接为

一定行为并享受其利益的作用力。完全物权有完全的支配力

，在合法范围内，物权人能够依自己的意思自由支配标的物.

不完全物权具有不完全的支配力，物权人只能在法律规定或

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对他人之物享有一定的支配权。 (二)物

权的优先力 物权的优先力，是指法律赋予物权的、优先于一

般债权而行使的作用力。在同一标的物上，物权与一般债权

同时存在时，物权的效力强于债权，原则上物权优先于一般

债权而行使。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者除外。 物

权优先力的表现：(1)物权破除债权。(2)优先受偿权。(3)优先

购买权。 物权破除债权。当物权与债权并存的情况下，物权

要优于债权。如甲就某物与乙订立了买卖合同，但物尚未交

付，也未约定物的所有权自合同成立时转移。之后，甲又以



同一物与丙订立买卖合同，并当场将该物交付于丙。如丙是

善意的，则丙取得该物的所有权，乙不得以合同成立在先为

由，要求丙交出该物。乙只能要求甲承担违约责任。即“物

权破除债权”的情况。 优先受偿权。如，甲欠乙1万元，欠

丙1万元，甲以电视机质押给乙作担保。那么就该电视机卖得

的价款，乙优先于丙受偿。 优先购买权。比如，甲乙联合盖

房，按份共有房屋(4间、每人2间)，甲要出卖其所有的房屋

，乙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三)物权的妨害排除力 

物权的妨害排除力，是指法律赋予物权的、排除他人妨害以

回复权利人对物正常支配的圆满状态的效力。 该效力从权利

角度可称为“物上请求权”。物上请求权，是指物权的圆满

状态受到妨害或有被妨害的危险时，物权人为回复其物权的

圆满状态可以请求妨害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该权利以物权存在为发生前提，其作用在于排除对标的物

支配所存在的种种妨害。它的内容包括：停止侵害请求权、

排除妨碍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恢复原状请求权和返还

原物请求权等诸项具体权利。 (四)物权的追及效力 物权的追

及效力属于物权的妨害排除力，是妨害排除力的具体体现。

物权的追及效力，是指物权的标的物无论辗转落入何人之手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物权人皆可追及其物，向占有人主张

权利，请求返还的效力。 物上请求权是指物权的权利人在其

权利的实现上遇到某种妨害时，物权人有权对造成妨害权利

事由发生的人请求排除妨害的权利。从性质上说，物上请求

权是以物权为基础的一种独立的请求权。这说明物上请求权

是一种请求权.物上请求权是物权的效用.物上请求权附属于物

权。物上请求权的行使，不必非得以诉讼方式进行，可以以



意思表示的方式进行，如请求侵害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返还财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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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