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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于2019年12月23日公布以后，

冯刚律师团队利用春节假期，将《民法典》与民事法律规范逐条进行对

比解读，耗时一月，方有初稿。2020年5月28日15时，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万众瞩目的新中国首

部《民法典》，全文共七编，依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

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1260个条文，10万
余字，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

《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

则》将同时废止。收到正式公报版，冯刚律师团队立即启动对比解读稿

的更新，进行了上百处修改，然后经过数轮修改校对，再经过排版、设

计和制图，遂呈现此书。

《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目前最长的、拥有

条文最多的法律，集民事单行法律之大成，旨在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

利，关怀人们的生老病死。翻阅《民法典》，亮点纷呈，处处闪烁着立

法者的智慧之光，也处处体现着富有人情味的制度安排。

在“第一编 总则”中，明确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重

要的立法目的；重申或者确立了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守法、公序

良俗和“绿色原则”等民法基本原则；回应现实关切，将数据、网络虚拟

财产纳入保护范畴；考虑疫情防控出现的现实问题，补充完善了临时监

护制度；保护胎儿权利，明确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

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从出生（孕育）就接受《民法典》



的关怀。

在“第二编 物权”中，重申《物权法》确立的自动续期制度，并明确

续期费用的缴纳或减免，必须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方可执行，减少博弈

的阻力，让有恒产者有恒心；新增居住权制度，提高房屋利用率，平衡

人民群众在经济保障和居住安全方面的需求；完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

度，鼓励成立业主委员会，降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的表决门槛，让业主

委员会真正运行起来；删除耕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规定，扫除土地“三
权分置”的障碍。

在“第三编 合同”中，总结重大疫情等重大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完善

国家订货合同制度；提升司法解释的立法层级，将情势变更制度纳入法

典；完善代位权、撤销权等合同保全制度，强化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因应经济发展阶段，新增保证合同、合伙合同、保理合同和物业服务合

同等新的有名合同；针对霸座现象，细化了客运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

务；建立租购同权住房制度，保障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和优先承租权；

禁止高利放贷，借款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防止网贷变身“套路

贷”。

在“第四编 人格权”中，鼓励遗体捐献的善行义举，规范与人体基

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明确“机关、企业、学校等单

位”防止性骚扰责任，应当采取合理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

关系等实施性骚扰；保护姓名和声音，参照适用肖像许可和肖像权保护

的法律规定。

在“第五编 婚姻家庭”中，筑牢以夫妻为核心的家庭关系，设置离婚

冷静期，促进家庭稳定；同时针对“久调不判”，新增规定，判决不准离

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诉讼的，应当判决离婚（前述



两项规定，关上了一扇门，却又打开了一扇窗）；完善收养制度，保护

妇女儿童权益；明确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经济账要算清。

在“第六编 继承”中，修改继承制度，新增代位继承，同时肯定被继

承人的宽恕效力；取消公证遗嘱优先的规定，尊重“遗嘱自由”；明确继

承人以外的组织和个人可以成为遗赠扶养协议的当事人，满足养老形式

多样化需求。

在“第七编 侵权责任”中，确立“自甘风险”规则，无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参与者不承担责任；确立“自助行为”制度，肯定“自力救济”；完善精

神损害赔偿制度和惩罚性赔偿制度；明确高空抛物坠物治理规则；回应

医疗损害责任、生态破坏、交通事故等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等。

草案历经多轮审议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多次召开

论证会、听证会和研讨会，法学家、全国人大代表及司法实务部门等各

相关部门共同参与，《民法典》由此逐渐清晰。

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草案，同时在网上公布、征求社

会意见。在《民法典》起草过程中，共收到13718位网民提出的114574
条意见。草案审议过程中，根据各代表团、有关方面所提意见，不到一

周，又作了100余处修改，实质性修改40余处。

比如，有的代表提出，已满8周岁的子女已有一定的自主意识和认

知能力，抚养权的确定与其权益密切相关，应当尊重他们的真实意愿，

这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这一建议被采纳，增加规定“子女已

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再如，实践中，为催收物业费，一些物业公司以断水、断电等措施

相逼，对业主基本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修改后，规定“物业服务人不得



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有利于规范

物业行为，保护业主权利。

近年来，高空坠物抛物事件频发，导致生命伤亡、财物损坏，如何

确定具体侵权人是个现实难题。草案修改后，“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

时调查”及相应机制形成，更有利于维护“头顶上的安全”。

在《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中，禁止以言语、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

施性骚扰。草案修改后，将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作为性

骚扰的实施方式，以列举方式明确禁止行为，更有预防性和司法实践适

用性。

聆听民众的呼声，捍卫人民的权利，成为这部法典最鲜明的主旨。

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民法典》最大的亮点，突破了《法国民法典》

《德国民法典》等立法成例，维护生命健康、身体、姓名、肖像、名

誉、荣誉、隐私等重要权利，彰显了《民法典》人本主义的现代立法精

神。

回看《民法典》的编纂过程，聆听立法起草小组专家王利明、杨立

新、李永军、谢鸿飞、崔建远、王轶等老师的演讲，笔者深知《民法

典》由表及里遭受争议达成共识的难度，也深知《民法典》条文精雕细

琢来之不易，更深知成典之后，尚有很多问题留待解决。然最终能形成

并出台，本身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民法典》是一个时代的天平，从1954年首次启动，到今天应运而

生，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从《婚姻法》（1950年）、《继承法》

（1985年）、《民法通则》（1986年）、《收养法》（1991年）、《担

保法》（1995年）、《合同法》（1999年），到《物权法》（2007



年）、《侵权责任法》（2009年）、《民法总则》（2017年），中国民

事法律体系逐步健全。编纂以上所有法律，一部统一规范的《民法典》

就这样诞生了。它将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供法治保障，将衡

量并改变我们的社会生活！

《民法典》来了，由此开启“民法典时代”！

冯刚律师团队

2020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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