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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 民法上的物是指人体之外能满足人的需要并为人

能够支配的具有经济价值的有体物或自然力。 （二）物的特

征 1、物是人体之外的客观存在物 人体作为人的组成部分是

主体，而不能作为客体，物是作为客体的因此不包括人体的

组成部分。 但是若人体的组成部分与人体相脱离并脱离其控

制的人体组成部分可以成为物，如血液分离下来以后并卖出

去时便成为物。、能被人支配与控制 物作为物权的客体，而

物权是支配权不能支配的当然无法成为支配权的对象。 3、

能满足人的需求 因为民法上的物是要作为权利的客体的，而

权利则是人的一种利益，因此若一项客观存在的物体对人而

言没有任何利益可言就无须受法律的保护了。 4、具有经济

价值 依据经济学的研究，只有具有稀缺性的东西才有价值。

5、物必须能够独立成一体 只要构成民法上的物必须依据社

会生活常识，能够独立成一体。若依据生活常识不能独立成

一体则无法构成民法上的物，只能作为其他物的组成部分。 

二、物的分类 （一）动产与不动产 １、动产与不动产的概念

。 依据是否可以移动物可以区分为动产与不动产：动产是能

够移动并且不因移动损害价值的物；不动产是不能够移动或

虽可移动但却会因移动损害价值的物。 物就数量而言，大多

数属于动产，为了简约法律用语，法律一般以列举的方法界

定不动产，而不动产以外的物，则解释为动产。我国法律上

的不动产包括土地和土地上的附着物。 ２、区分的法律意义



。 （１）所有权人限制。动产原则上任何人均可成为其所有

权人；不动产中的土地、河流、森林等，只能成为国家或集

体的所有权客体，任何自然人或集体组织以外的法人，都不

能成为这些不动产的所有权人。 （２）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

不同。动产物权的变动，通常以交付公示；而不动产物权的

变动，则以登记为公示，不经登记的不生变动效力。 （３）

设立的他物权类型不同。物权中的用益物权，如土地使用权

、地役权、典权等，只能在不动产上设定，动产不能设定用

益物权。在担保物权中，不动产得设定抵押权，而不能设定

质权和留置权；而动产可设定质权和留置权。 （４）不动产

发生相邻关系。不动产由于不能移动，相邻的占有人之间如

因不动产的利用而产生冲突与矛盾时，就需要法律加以协调

。所以，民法上有专门处理不动产相邻关系的条文，以处理

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相邻关系。 （５）地域管

辖不同。因不动产发生的争议，适用专属管辖。而因动产引

起的民事诉讼，则依普通管辖确定管辖法院。 （6）权利转

移时的形式不同。以不动产为标的的法律行为一般要求具备

书面行使，而以动产为标的的则没有此限制。 （二）流通物

、禁止流通物与限制流通物 1、概念 依据是否可以自由转让

为标准，物可以分为流通物、禁止流通物和限制流通物：流

通物亦称融通物，是指法律允许在自然人或法人之间自由让

与的物；禁止流通物是指法律禁止转让的物； 限制流通物，

是法律对流通的范围有所限制的物。 2、区别的意义 流通物

因能自由流通，无法律限制，故能成为任何民事主体之间的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对限制流通物作何种限制，是由行政

法规定的，由行政法规范属强制性规范，其对限制流通物的



规定，民事主体必须遵循，否则，交易行为无效并承担相应

的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导致行政或刑事责任。 而禁止

流通物则绝对不得转让。 因此，若以转让禁止流通物为内容

的法律行为或者不符合转让限制流通物之条件而实施转让其

的法律行为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三）特定物

与种类物 １、概念 依据是否具有独立特征并且可否替代，物

分为特定物与种类物：特定物是独具特征被特定化并且无从

替代的物。特定物既包括独一无二物，也包括经当事人指定

后被特定化的种类物，特定物因其不可替代性，所以也叫做

不可替代物。种类物是以品种、规格、质量或度量衡确认的

一类具有共同特征的物。种类物在交易时，具有可替代性，

所以也叫做可替代物。种类物如经当事人指定后，也可成为

特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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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