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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物权法律制度概述

一

、物权法律制度概况

+ 物权法律制度是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

的法律制度。

+ 财产制度的两根支柱分别是物权制度和债券制度，其中，

物权制度属于财产的归属法范畴，债权制度则属于财产的

流转法范畴。作为财产归属法，物权法律制度是财产制度

的基础，也是区隔不同经济制度的标志。

二、物的概念与种类

1.有体性

2.可支配

性

3.在人身

体之外

二、物的概念与种类



1.流通物、限

制流通物与禁

止流通物

2.动产与不动

产

3.可替代物与

不可替代物

4.消费物与非

消费物

5.可分物与不

可分物

6.主物与从物

7.原物与孳息

物

三、物权的概念与种类

1.支配权 2.排他权 3.绝对性

三、物权的概念与种类

1.自物权和他

物权

2.用益物权与

担保物权

3.动产物权与

不动产物权



4.独立物权和

从物权

四、物权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物权法定原则

+ 1.物权法定原则的含义

+ 《民法典》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

律规定。

”此称物权法定原则。

+ 种类法定：即不得创设民法或其他法律所不承认的物权。

+ 内容法定：即不得创设与物权法定内容相异的物权。

2.物权法定原则的效力

1 2

行为人违反种类法定原则，

在法定物权种类之外创设物

权，该物权创设行为无效。

行为人设立与法定物权相异

的内容，该设定行为无效。

（二）物权客体特定原则

+ 物权只存在于确定的一物之上，物尚未存在固然不可能存在物权，物

尚未确定也谈不上物权；相应地，一项行为亦只能处分一物。债权的

客体是当事人的给付行为，并不直接于物。

一物一权原则与以下情形并不矛盾

（1）多人共同对一物享

有一项物权，因为多人



只涉及多数物权人，而

一物一权表现的是物权

客体与权利本身的关系。

（2）在一物之上成立数

个互不冲突的物权。如

所有权与他物权的共容、

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的

共容等。

（三）物权公示原则

+ 1.公示的含义

+ 物权以法定方式公之于外，称

公示原则。公示方式依动产不

动产而有不同，原则上，前者

以交付占有为公示手段，后者

以登记为公示手段。

2.公示的效力

（1）物权转移效力 （2）物权推定效力

（3）公信效力

第二节 物权变动

一

、物权变动的含义与形态

+ （一）物权变动的含义

+ 物权变动是指物权的发生（取得、设定）、变更或消灭。



（二）物权变动的形态

取得

•原始取得

•继受取得

变更

•主体

•客体

•内容

消灭

•绝对消灭

•相对消灭

二、物权变动的原因

基于法律行为

的物权变动

非基于法律行

为的物权变动

l（1）基于

事实行为

（2）基于法

律规定

（3）基于公

法行为

三、物权行为

+ （一）物权行为的含义



（二）物权行为的特点

区别 物权行为 债权行为

法律效果 导致行为人积极财产减少 不会直接引起积极财产较少，会使消极财产增加

处分权 物权发生变动，出让人需要对标的物具有处

分权

负担行为而不转让物权，无处分权要求

兼容性 只能被转让一次 反复作出

四、物权变动的

公示方式

（一）动产物权变动

的公示方式——交付

现实交付

�（1）简易交付

•（2）指示交付

•（3）占有改定

交付替代

• 动产物权的设定和

转让，自交付时发

生效力，但是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登记

需要登记的不动产有：

1.集体土地所



有权

2.房屋等建筑

物、构筑物所

有权

3.森林、林木

所有权

4.耕地、林地、

草地等土地承

包经营权

5.建设用地使

用权

6.宅基地使用

权

7.海域使用权 8.地役权 9.抵押权

登记类型

1.首次登

记

2.变更登

记

3.转移登

记

4.注销登

记

5.更正登



记

6.异议登

记

7.预告登

记

8.查封登

记

第三节 所有权

一

、所有权的概念

+ 所有权是指在法律限制范围内，对物为全面支配的权利。

《民法典》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

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

+ 占有是所有权的表征，动产占有人被推定为所有人。

+ 使用是指不毁损其物或变更其性质，而依物之用法以供权

利人需用而言。

+ 收益是指收取天然孳息及法定孳息，与使用权能合称用益。

+ 处分包括事实处分与法律处分，事实处分针对物本身。

二、所有权的类型

（一）所有权的法定分类

所有权的法定分类 包括

国家所有权 1.矿藏、水流、海域以及无居民海岛



2.城市土地、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3.未被规定为集体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

集体所有权 1.属于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

2.集体所有的建筑物、生产设施、农田水利设施

3.集体所有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设施

4.集体所有的其他不动产和动产

私人所有权 私人对其合法的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原材料等不动产和动产享有所

有

权。

（二）共有

+ 1.共有的形态

+ ——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

+ 2.共有形态的推定

+ 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

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的，按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外，

视为按份共有。

3.共有的一般效力

（1）共有人的权利义务 （2）共有物的分割方式 （3）对外债权债务

4.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

区别 按份共有 共同共有

定义

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

不明确的，按照出资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

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



内

部

关

系

关于共有

物的管理

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变更性质或用途的，

应当经占份额 2/3以上的按份共有人同意，但是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

的除外。对共有物的管理费用以及其他负担的，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按照其份额负担。

除非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否则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变更

性质或用途的，应当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对共有物的管理费用以及其他

负担的，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共同共有人共

同负担。

关于共有

物的分割

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维持共有关系的，

应当按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

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因分割造

成其他共有人损害的，应当予以赔偿。

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

照约定，但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

定不明确的，共同共有人着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

请求分割。



关于对外

债权债务

的内部效

力

任何一位按份共有人均有权主张全部债务或者义务承担全部债务，但

内部关系上，各共有人对其各自财产按照份额分摊。

共同共有人之一对外受领的全部债权所得为所有共有人共享，其他共有人不

存在主张分享的问题；用以承担债务的财产属于全体共有人共同共有的财产，

故对外承担债务后，共有人之间亦不存在分担的问题。在共有人内部关系上，

除共有人另有约定外，共同共有人共同享有债权、承担债务。

外

部

关

系

关于共有

物的处分

2/3以上 全部

关于份额

之处分

对份额有处分自由，可自由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动产份额。

优先购买权。

无权处分

优先购买权



第一，优先购买权以交易为前提。

第二，优先购买权需在同等条件下行使。

第三，优先购买权需在期限内行使。15，15，6个月。

第四，两个以上按份共有人主张优先购买且协商不成时，按照转让时

各自份额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第五，其他按份共有人以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为由，仅请求撤销共有

份额转让合同或者认定该合同无效，不予支持。

三、善意取得制度

+ （一）制度价值

+ “任何人不得让于多于自身权利的权利。

”这保护的是所有人的权利。

（二）动产善意取得

1.构成要件

（1）依法律行

为转让所有权

（2）转让人无

权处分

（3）受让人为

善意

（4）以合理的

价格转让

（5）物已交付

（6）转让人机

遇真权利人意思



合法占有标的物

（7）转让合同

有效

2.法律效果

（1）

直接法

律效果 ——所

有权发

生转移

（2）

间接法

律效果 ——赔

偿请求

权

（二）不动产善意取得

+ 1.特别构成要件

+ （1）交付问题——登记为要件

+ （2）善意问题

+ ——具备一下情形的，应当认定受让人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从

而不构成善意

+ 第一，登记簿上存在有效的异议登记

+ 第二，预告登记有效期内，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

+ 2.特别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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