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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传

1944 年 1 月生，四川眉山青神人。 1962 年，毕业于眉山县青神

区中学； 1966 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 1981 年，毕业于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民法学硕士学位。 1981 年 10 月，进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从事民法学研究。 1983 年，任助理研

究员； 1985 年至 1988 年，任《法学研究》杂志副主编； 1988 年，晋升

研究员； 1990 年，获得国家人事部授予的“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称号； 1988 年至 1998 年，任民法研究室主任； 1993 年，任民法

学博士生导师； 1999 年至 2013 年，任《法学研究》杂志主编； 2006 

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2001 年至 2007 年，兼任山

东大学法学院院长。 2012 年起，任第六届、第七届北京仲裁委员会

主任。 2013 年起，任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民商法律学院名誉院

长。

曾任第四、五、六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委员；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席团成员）、法律委员会委员。

主要著作如下：独著《民法总论》《为了中国民法》《民法解释

学》《裁判的方法》《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读条文学民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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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解答录》等；合著《中国物权法研究》《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附

理由》《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等；主编《民商法论丛》（已

出版 70 卷）、《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 (100 部）、中国法学学术

文库等。



修订版序言

中国《民法典》巳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通过，将自 2021 年 1 月 l

日起施行。此前施行的《民法总则》 (2017 年 3 月 15 日通过、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巳编入《民法典》作为其总则编。

民法总则，不仅是中国《民法典》的总则，甚至不仅是包括《民

法典》及《民法典》之外的民商事特别法的中国私法的总则，而是当

今中国法律体系的总则。

学习民法的传统方法，系以民法概念体系为对象。即所谓教

义学方法。是现今法学院民法课堂教学采用的方法。通过这种学

习方法，可以掌握一整套民法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的体系，为今

后从事法律职业奠定知识基础。但法官裁判案件、律师办理案件，

所面对、所理解、所解释、所适用的，却不是民法理论，而是民法条

文。于是，须将在法学院所习得的民法理论体系，转换为民法条文

体系。这是作者提倡以民法条文体系为对象的学习方法的缘由。

本书初版于 2018 年 5 月，时值《民法总则》施行之际。内容为

对《民法总则》重要条文的解读。此次修订，除对初版内容作了订

正外，增加了对初版未解读条文的解读。亦即修订版对《民法典》

总则编全部条文作了解读。请读者留意。



2 I 修订版序言

希望修订版将有益于法律人对《民法典》总则编的理解、解释

和适用！

谨向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法律出版社教育分社领导和

编辑同志表示真诚的谢意！

梁慧星

于昆明呈贡之荒凉山庄

2020 年 8 月 10 日



序 言

这本小书，是以我在两家高级人民法院和几个律师协会讲解
《民法总则》的记录稿为基础，针对课堂内外法官和律师提出的各
种问题，结合民法基本原理和裁判实践经验，斟酌探求法律条文所
蕴含的立法者意思，经反复推敲修改补充完善最终形成的讲义。
希望对法官、律师和法学院学生理解掌握和运用《民 ，凸 m
帮助。恳请方家不吝赐正。 法＿＿匕五1/i...._m.....__中也飞

感谢出版社编辑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辛劳。\心csriver.co矗 I
屯：农袋飞勹库！L 心、平一一,._.,如如一一一J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北理工珠每学院民商去律学院名誉院长 梁慧星

2018 年 1 月 8 日于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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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条 立法目的、立法依据 L卢-总-王="示士立亡一女一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

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 ---- --- -- -- --- --- --- -- • ------ ----一一～一一---- ---一--- -- -... --- -- --- --- --- -- --

在法律第 1 条明定立法目的和立法根据，是中国的立法惯例。

本条规定《民法典》的立法目的有三：

第一，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所谓“民事主体”，按照《民

法典》总则编（第二、三、四章）的规定，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

组织；所谓＇合法权益”，包括权利和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在《民法

典》总则编第五章有列举规定，而《民法典》第 3 条概括为“人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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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某项利益是否属于权利，取决

于现行法律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权利，即是权利；法律未明文规

定为权利，即不是权利。判断某项不属于权利的利益，是否应受法

律保护，首先须判断该项利益是否合法。法律只保护合法利益，不

保护非法利益（不合法利益）。唯须注意，民法所谓“合法”，不仅指

符合现行法律的规定，还包括不违反现行法律的规定。质言之，凡

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利益，均可谓为合法利益。其次，还须判断

该项合法利益是否具有法律予以保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即使属

于合法利益，如无予以保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仍然不受法律保

护。

第二，调整民事关系。民法规范，具有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

双重性质。民法规范为民事主体从事经济活动和家庭生活预定行

为规则，并使之可以预见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即已具有某种调整

民事关系的含义。但本条所谓“调整民事关系”，着重于民事关系

发生纠纷难于通过当事人协商解决时，采用诉讼、仲裁或者调解等

纠纷解决方式，消除、化解纠纷，以恢复民事关系之正常状态。这

种情形，民法规范即是人民法院、仲裁机构、调解机构据以裁判、裁

决调解纠纷的法律基准（根据）。故所谓“调整民事关系”一语，与

《民法典》第 10 条所谓“处理民事纠纷”一语，含义相当。

第三，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民法典》（以及《民法典》之外

的民事特别法）规定一套内容进步、体系完整、逻辑谨严的规范体

系，为建立正常的、良性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提供前提条件，再经由

诉讼仲裁、调解等纠纷解决机制及时解决民事纠纷、正确调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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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系，妥善保护人民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达成维护正常的、良性

的社会经济秩序之目的，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之实现。

请特别注意三项立法目的之间的逻辑关系，第一项立法目的，

即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是实现第二项、第三项立法目的的前提

条件。违背第一项立法目的，民事主体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就谈

不到正确调整民事关系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本条规定了三项立法依据。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

求；二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依据现行《宪法》。第一

项第二项，是《民法典》编纂和各项具体制度设计的根据，其理自

明，无须赘言。唯对第三项立法根据，即“根据宪法”，须稍作解释。

“根据宪法”一句，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编纂《民法典》

的立法权，来自现行《宪法》的授权。现行《宪法》第 58 条规定，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

权。《立法法》第 7 条进一步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民事基

本法（《民法典》）的立法权。第二层含义，是指现行《宪法》关于经

济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原则规定，是《民法典》编纂和具体制度设计

的立法根据。例如，现行《宪法》关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规定（第

15 条）；关于保护个休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经济的合法权利和

利益的规定（第 11 条）；关于国家公共财产不可侵犯的规定（第 12

条）；关于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关千保护人民私有财产继承

权、关于征收征用应予补偿的规定（第 13 条）；等等。

最后应特别说明，本条关于《民法典》立法目的和立法根据的

规定，既不是为民事主体制定的行为规范，也不是为人民法院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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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案件制定的裁判规范，而是立法机关为自身设置的“立法规

范”。亦即今后立法机关对《民法典》进行修订，或者制定、修改《民

法典》之外的民事特别法，均须遵循、符合本条关于立法目的和立

法根据的规定。进言之，国家若实行合宪性审查制度，本条将作为

对一切民事法律、法规进行合宪性审查的审查标准。《民法典》规

定立法目的和立法根据条款的重要意义在此。

第二条调整对象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

系和财产关系。
心-----、、气-----呵----酗----一------------- ----- -------、--心-、--蠡-----妇-----------------------酗--------心----

本条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民法调整两种社会关系，即人身关

系和财产关系。本条所谓“人身关系”，是指婚姻、家庭关系，亦即

传统民法理论所谓“身份关系”。本条所谓“财产关系”，包括物权

关系债权关系遗产继承关系等。其二，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

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须注意的是，在传统民法

理论和立法例，民事主体只有自然人和法人两种。《民法通则》制

定时，曾发生所谓“两主体说”与“三主体说”的争论。《民法通则》

在形式上维持了“两主体说”，而在实际上承认了既不是自然人也

不是法人的第三主体。1 《民法典》明文规定三种主体，即总则编第

一章自然人、第二章法人、第三章非法人组织。

按照现代法律思想，整个社会生活被划分为两个领域：民事生

活领域和政治生活领域。民事生活领域涵盖了全部经济生活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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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生活，亦称“市民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包括国家的组织以及国

家的活动，即立法、司法、行政以及公民政治权利的行使等，亦称

“政治国家”。民事生活领域和政治生活领域所应遵循的法律规则

不同：民法是民事生活领域的法律规则，公法是政治生活领域的法

律规则。

一个国家的全部法律规则，构成一个内部井然有序的法律体

系。法律体系划分为若干重要构成部分，每一个重要构成部分，称

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民法是中国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

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的民法，以民事生活领

域为其调整范围。但是，民事生活领域存在多种社会关系，并非都

适于由法律调整，如社交、情感、友谊等关系，就既不适于也无必要

由法律调整。适于且有必要由法律调整的，只是其中的财产关系

和人身关系。根据本条规定，中国民法的调整对象包括两种社会

关系，即发生在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

关系。中国民法是调整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

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按照民法原理，法人、非法人组织，属于社会组织体，法律赋予

其权利主体资格，是为了适应经济生活的需要。法人、非法人组

织，只参加经济生活，只发生财产关系，不参加家庭生活，不发生人

身关系；法人非法人组织，只能成为财产关系的主体，不能成为人

身关系的主体。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范围甚宽，包括物权关系、债

权关系、知识产权关系、遗产继承关系。法人、非法人组织不能参

加家庭生活，也就不能成为遗产继承关系的主体。本条规定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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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法的调整对象，包括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之间的财产关

系，以及自然人之间的人身关系。

所谓“人身关系”，传统民法理论称为“身份关系”。《民法通

则》改称“人身关系”，是受苏联和东欧国家民事立法的影响。须特

别注意，民法上所谓“身份"'特指夫妻、亲子、家庭成员和近亲属的

身份。所谓“人身关系”，不涉及“人格权”。人格权与人格（主体

资格）不可分离，作为人格权客体的自然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

由、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是人格的载体。人格权与人格（主体

资格）相终始，人格不消灭，人格权不消灭，人格消灭，人格权同时

消灭。人格权是存在于主体自身的权利，不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上的权利。只在人格权受侵害时才涉及主体与他人之间的

关系，但这种关系是侵权责任关系，性质上属于债权关系。故无所

谓＇人格权关系”。

所谓＇调整＂，是指运用民法的基本原则和各项具体规定，对现

实生活中发生的属于民法调整范围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

分别予以确认、保护、限制，旨在保障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建立和

维护竞争、公平、统一的经济生活秩序，以及和睦、健康的家庭生活

秩序。

本条虽然是以《民法通则》第 2 条的规定为依据，却将“财产关

系”和“人身关系”的顺序调换了。《民法通则》的规定是，民法调

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现在的条文改为，民法调整“人身关系

和财产关系”。这与此前民法学界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争论有关，

当时有学者批评《民法通则》是“重物轻人”。但是，现在《民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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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编将“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改为“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能

否因此就认为《民法通则》的规定错了？能否因此认为人身关系比

财产关系更重要？笔者认为不能。如前所述，民法是调整经济生

活和家庭生活的法律，尤其对于自然人而言，同时生活在财产关系

和人身关系中，既不能说财产关系比人身关系更重要，也不能说人

身关系比财产关系更重要。但《民法典》将两者的位置颠倒过来，

把人身关系摆在财产关系的前面，也必定有立法者意思！

中国经过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起飞，国家强大了，

人民生活富裕了，在这种情形下，民事立法应当更加关注人身关系

的法律调整，更加关注人民群众非财产权利2 的实现。此种理解，

可以从《民法典》总则编第 3 条关于民事权利保护的规定和第五章

民事权利的安排顺序调整得到印证。

《民法典》第 3 条关于民事权利保护的规定，是以《民法通则》

第 5 条的规定为基础，而将《民法通则》所谓“民事权益”区分为

“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值得注意的是，立法者

将“人身权利”置于“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之前，并且将本

条安排在平等原则（第 4 条）、意思自治原则（第 5 条）、公平原则

（第 6 条）、诚信原则（第 7 条）、公序良俗原则（第 8 条）及生态环境

保护原则（第 9 条）之前，作为第一项民法基本原则，其强调人身权

利保护之立法者意思，非常明显。

《民法通则》第五章民事权利，其顺序是财产权在先、人身权在

后（第一节物权、第二节债权、第三节知识产权、第四节人身权），

《民法典》总则编第五章民事权利（不分节），其顺序是人身权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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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9 条至第 112 条），然后依次规定物权（第 114 条至第 117

条）债权（第 118 条至第 122 条）、知识产权（第 123 条）、继承权

（第 124 条）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第 125 条）、其他民事权利和

利益（第 126 条）。立法者再次将人身权利置于财产权利以及其他

民事权益之前，以强调对人身权利的法律保护。

第三条 私权保护原则

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 ----- .................... 已............... 贮..................... 一-----尸.. 妇心...................、--

本条规定民事权利保护原则，是以《民法通则》第 5 条的规定

为基础。《民法通则》第 5 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

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考虑到中国在改革开放

前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否认“私权”“私利"'《民法通则》第 5

条明文规定此项原则，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本条将“民事权益”

概念，分解为“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关于人身

权利、财产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在《民法典》总则编的民事权利章

（第五章）有列举规定。

此项原则，相当于传统民法所谓“私权神圣”之基本原理（原

则），属于不言自明，立法例罕有规定。此所谓“私权”，是与“公

权”相对应的法律概念，泛指私法关系上的权利，与中国民法习惯

用语“民事权利＇同义。不仅个人的民事权利属于私权，国有企业

的民事权利属于私权，作为特别法人的国家机关（机关法人）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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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事权利也属于私权。所谓“私权神圣”亦即“民事权利保护".

是现代法治第一要义、首要目的。中国立法规定为民法第一项基

本原则，有其历史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曾经实行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

制，一度彻底否定私有、私益和私权。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实行

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转轨，“私有"、“私益”和“私权”逐渐得到认

可。迄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正是因为承认

和保护“私有"、“私益”和“私权”，激发了人民群众和企业的生产

积极性和创造性，达成经济社会巨大发展的成就。同时在私权保

护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有必要进一步强调和强化对私权的法律

保护。

此项原则，《民法通则》规定在第 5 条（在平等原则、公平原则

和诚信原则之后）。《民法总则（草案）》曾经将这一原则规定在第

9 条，其位置在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信原则、公序

良俗原则和生态环境保护原则之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民

法总则（草案）》时，根据人大代表的意见，将其位置提前、规定在第

3 条置于各项基本原则之首位。3私权保护作为第一项民法基本原

则，其强调私权保护之立法者意思，突出了中国民法之权利本位色

彩。

本条属千指导性原则，不仅是民事立法的既定方针、解释民事

法律法规的准则，也是国家公权力行使的目的所在。但是，本条不

具有裁判规范的性质和功能，人民法院裁判案件不得引用本条作

为裁判依据，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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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平等原则

民事主体在民事启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 己.... 已一...........、、.. 已.... .................................. 一～一......

所谓平等原则，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一切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

任何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同时法律对当事人提供

平等的法律保护。

平等原则，最集中地反映了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特

征，是民法区别千其他部门法的主要标志，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

合同关系当事人的法律要求。此原则在法国、德国、 H 本、瑞士等

国民法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民法”中，未有明文规定，学者称为无须

明文规定的公理性原则。鉴于中国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曾经

背离平等原则，靠隶属关系组织生产和供应，改革开放以来也曾发

生过强迫对方服从自己意志，签订所谓“霸王合同”的现象，因此法

律明文规定平等原则，有其重要意义。4平等原则的含义是，参加民

事活动的当事人，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无论其所有制性质，无论

其经济实力强弱，其在法律上的地位一律平等，任何一方不得把自

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同时法律也对双方提供平等的法律保护。

须特别注意的是，平等原则所要求的平等非指经济地位上的

平等或经济实力的平等，而是“法律地位”的平等，以免滋生疑义。

法律地位平等，是对民事活动当事人的基本要求，应贯彻民事活动

之始终。无论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无论营利性法人、非

营利法人或者特别法人，他们在从事民事活动时，法律地位是一律

平等的。但在民事活动之外，他们的法律地位就不见得平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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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机关法人在参加民事活动例如订立建设T一程合同、政府采购合

同、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时，是以特别法人身份，其与合同对

方当事人之间，在法律地位上是完全平等的，既不能单方面决定合

同内容或者变更合同内容，在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情形下，也不能不

承担违约责任；但同一国家机关在民事活动之外，是以行政法主体

身份，行使行政、经济管理权，其与被管理的人民或者企业之间，是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法律地位当然是不平等的。

须特别注意，平等原则是民事生活的指导性原则，不仅要求民

事主体在参与民事活动中遵循平等原则、不得将自己的意思强加

给对方，也要求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在处理民事纠纷案件时平等

对待双方当事人，不能偏袒任何一方。虽然如此，但平等原则不具

有裁判规范的性质，不能直接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违反平等原

则的民事法律行为（合同），不能直接依据平等原则认定其无效，而

应当依据具体的裁判规范（如胁迫、显失公平）处理。

第五条 意思自治原则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

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 寸········-············ 妇····-····-·····-···、··················· 喊... 已·········· ···-····-

所谓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参加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在法律允许

的范围内享有完全的自由，按照自己的自由意思决定实施民事法

律行为、缔结民事法律关系，为自己设定权利或对他人承担义务，

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