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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作为今年全国两会重要内容，酝酿多年的民法典草案提请十
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这将是我国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
法典的编纂难度有多大？命名有何深意？民法典草案看点有哪些？还
有哪些民事法律关系没有被涵盖？思客为你一一揭晓！

在民法典编纂之初，有意见建议增加
知识产权编，但根据公布的民法典草案，各
分编未设“知识产权编”，这是为何？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作草案
说明时表示，经研究认为，设立知识产权
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一直采用民事特
别法的立法方式，如专利法、商标法、著
作权（版权）法，还涉及反不正当竞争法
等法律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等行政法规。我国
知识产权立法既规定民事权利等内容，
也规定行政管理等内容，与相关国际条

约保持总体一致和衔接。
民法典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

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难以纳入行政管
理方面的内容，也难以抽象出不同类型
知识产权的一般性规则。

并且，知识产权制度仍处于快速发
展变化之中，国内立法执法司法等需要
不断调整适应。如现在就将知识产权法
律规范纳入民法典，恐难以保持其连续
性、稳定性。

从摇篮到白发，从邻里纠纷到工作
结婚，没有哪一部法律像《民法典》如此
深刻地嵌入并影响我们的生活。

据新华网思客

这部“社会生活百科全书”你了解吗

被誉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
法典草案，由民法总则与各分编草案

“合体”而来，包括总则编、物权编、合同
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
权责任编及附则，共1260个条文，覆盖
人民生活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生产经
营的方方面面。这样一部法典，编纂难
度可想而知。

从1954年首次起草民法典算起，
中国的民法典编纂之路已经走了整
整66年。

我国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
和2001年先后4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
第一次和第二次，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取
得实际成果。1979年民法制定第三次启
动，但由于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制
定一部完备的民法典条件还不具备。

因此，按照“成熟一个通过一个”的
工作思路，确定先制定民事单行法。
2003年以来，由民法通则与作为民事
单行法的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
等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
释，共同构成我国现行的民法体系。

这些民法规范虽然发挥了重大作
用，但无法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和日益活跃的民事活动对民事法律规
范的更高要求。于是，民法典的编纂被
提上日程。

2015年3月，民法典编纂正式启动。
2016年6月，民法总则草案首次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标志着民法
典编纂工作正式进入立法程序。

2017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通过了民法总则，于当年10月1
日正式实施。

2018年8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五次会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
了初次审议。

2019年12月，“完整版”民法典草
案全文公布。

2020年5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审议。

经过数十年酝酿、五年编纂，民法
典终于走到了正式出台前的最后一
步。民法典出台后，我国现行的民法通
则、物权法等相关法律将被替代。

我国民法典编纂完成实施时起，我
们就进入了民法典时代。作为新中国
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具
有里程碑的意义。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宪忠提到，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以“法典”命名法
律，这还是第一次，甚至从它严密的立
法逻辑和体系的角度看，有可能也是唯
一的一次。

其他法律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其他各
种法律，都没有这样的命名。法典和法

的命名，虽然仅仅是一字之差，但是其区
别显著，值得探讨。

能够被命名为法典的法律，大体上
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该立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
地位十分重要；

二是该立法体系庞大，法律制度规
模大，法律条文在当时的社会肯定是最
多的；

三是立法者要突出该法的体系性，
强调立法的逻辑和规律。

我国民法典就是因为符合这三个
方面的特征，才被定名为“法典”。

针对高空抛物坠物，草案多管齐
下：明确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针对此类事件处理的主要困难是行为
人难以确定的问题，强调有关机关应

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规定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
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此类行为
的发生。

一个人受保护的起始点前移到了胎儿时期

“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
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
力。”民法典草案在总则编“自然人”章节
中，加入新规，将一个人受保护的起始点
前移到了胎儿时期。

不仅如此，草案还在人格权编明确：

“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
和科研活动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
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
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这不仅
为近些年热点的基因编辑等划出红线，也
为一个生命从最开始提供法律保障。

民法典草案在人格权编中专门对隐私
权保护作了更加严密的保护。比如，它首
次明确“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
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
密信息”。尤其是在当下互联网时代，针对

社会频发的个人信息、隐私被暴露的情况，
草案明确：不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信工
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
生活安宁；不得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
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等。

离婚太冲动？30天内可撤回！

为减少“头脑发热”式离婚，草案规
定了提交离婚登记申请后30日的离婚冷
静期，在此期间，任何一方可以向登记机
关撤回离婚申请。

“我国离婚率逐年升高，‘闪婚’‘闪
离’现象越来越多。设立离婚冷静期是

为了维护家庭关系的稳定，与‘离婚自由
’并不冲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
济法室一级巡视员杨明仑表示，离婚冷
静期制度在许多国家都有实施。

这项制度适用于夫妻双方协议离婚，
不涉及家庭暴力等适用诉讼离婚的情况。

职场/校园性骚扰？勇敢说不，法律撑腰！

草案在总结既有立法和司法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规定了性骚扰的认定标准，
以及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防止和制止
性骚扰的义务。

“草案针对性骚扰作出规定，就是要

通过立法来制裁侵害行为、抚慰受害者心
灵。明确企业等单位的相关义务，是为了
在防止职场和校园性骚扰方面更具针对
性，也有助于第一时间保留、掌握证据。”
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主任彭静委员说。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70年到期怎么办？自动续期！

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70年到期怎么
办、小区业主维权难、公共维修资金常年“沉
睡”等社会热点，草案均有明确规定：

明确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
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
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明确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居民委员
会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
会给予指导和协助；适当降低业主共同
决定事项，特别是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
设施维修资金的表决门槛，并增加规定
紧急情况下使用维修资金的特别程序。

对高空抛物坠物说“不”，守护“头顶上的安全”

五年修一典，编纂难度有多大？1

从“法”到“典”,民法典定名的重要性？2

民法典草案有哪些看点？3

为何未设知识产权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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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加强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