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
廣泛聽取和尊重各方面的意見，加強
立法協調和立法協商，凝聚最大共
識。」這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
德江對民法總則立法提出的要求。從
1986年出台的民法通則到此次的民法
總則，立法部門吸取專家學者及社會
各界的多方面意見，僅有十餘條法律
未作修改。參與立法的楊立新透露，
民法總則草案對於民事權利客體、個
人信息權等規定都經歷立法人員的廣
泛爭論。

虛擬財產將受保護
在個人信息權方面的規定，是楊立
新最關注的問題之一。他表示，在民
法總則立法之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專
門制定了關於加強網絡信息安全的決
定，這個決定的性質其實是一個個人

信息保護法。此後，在消費者權益保
護法中又對個人信息的保護作出很多
規定，但在實踐中，效果仍不理想，
個人信息受到損害的情形依然嚴重，
侵權行為沒有得到有效遏制。「我們
強烈建議，要在民事權利當中規定個
人信息權。」楊立新說自己的建議得
到採納，現在這一版本的民法總則草
案，不僅規定了個人信息權，而且還
規定了任何組織和個人對個人信息權
負有保護義務。這個方面，應當說是
追趕上民事立法的潮流。
關於民事權利客體的問題，楊立

新表示，在其他國家的民法典中，
基本上都有權利客體的規定。中國
民法總則，是否要規定民事權利的
客體，是當時很重要的爭論，最後
總的意見是，在民事權利這一部
分，在宣示民事權利的同時，規定

部分民事權利客體。
「其中爭論最大的，就是要不要將

網絡虛擬財產和衍生數據作為民事權
利客體。」楊立新說，他為此專門向
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言。在楊立新等專

家的努力下，民法總則草案寫入了例
如網絡遊戲裝備、網絡賬戶等網絡虛
擬財產和衍生數據等問題，這也令民
法典體現了時代的精神和特點，甚至
可以說引領了民事立法的潮流。

學者：個人信息權納入民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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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則草案提請人大審議 覆蓋衣食住行各方面
在昨日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到的民法總

則草案中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年齡問題，
傅瑩表示還在討論中。「年齡的下限到底應
該放到6歲還是10歲，怎麼樣能更有利於對
未成年人的保護，更有利於他們的健康發
展，大家的看法也不一樣，我想你也有你的
觀點。有很多問題還會在這次審議當中經過
代表們充分審議、充分發表意見，進一步完
善民法總則。」
「比如媒體很關注的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社

會老齡化的趨勢，在民法總則裡對監護制度作
了進一步完善，也擴大了監護範圍，尤其是注
意到對失能老人的保護問題。」傅瑩說，再比
如，社會實踐中法人的形態發生了很大變化，
所以也進行了新的科學分類，增加了法人類
別，比如農村的集體經濟組織、村委會、居委
會，也都賦予了特殊法人的資格。

民法典編纂歷程
1954年
伴隨着新中國第一部憲法「五四憲法」的誕生，全國人
大常委會開始組織力量起草民法典。但這之後，立法活
動卻因為「反右」運動而不得不被中止。

1962年
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議程。

1964年7月
民法草案「試擬稿」出爐，卻因遇到「文革」而再度被擱置。

1979年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專門成立了民法起草小組。

1980年8月
草擬出民法草案「試擬稿」，在廣泛徵求意見之後，又
修改了三次。

1982年5月
形成了民法草案的第四稿。

1986年4月12日
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民法通則》，這就是此次提請審議的民法總則草
案之前身。

2002年12月
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首次審議民法草案。
但是這部草案並沒有達到民法典編造的要求，只是對已生
效的民法通則等，以及正在制定中的物權法草案等照搬而
來，令各方面觀點分歧較大，最終也以失敗告終。

2014年10月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
設，編纂民法典」，為這部法律的編纂「一錘定音」，
開啟民法典編纂的新篇章。作為第一編的民法總則，在
不足一年的時間內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三度審議、多
處修改，即將正式通過全國人大會議的審議。

「中國民法典的編纂過程必然是
一部法治與權利意識的成長

史。」這是在法律界公認的一句
話。法律界普遍認為，民法典在中
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僅次於憲法，
是一個國家真正走向法治的標誌。
尤其是在中國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之際，構建完備的社會財富保護
體系，保護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
讓公民尊嚴得到充分尊重、人民智
慧得到極大發揮、社會財富得到充
分湧流，是民法典需要承擔的歷史
責任和應當發揮的歷史價值。
傅瑩昨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
新聞發佈會上說道，很多人可能一輩子
都不會用到刑法或者其他專門法律，但
是每個人的衣食住行、經濟活動都離不
開民法。中國現行的民法通則是1986
年制定的，對國家經濟發展、社會進步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但30多
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很大變化，法律也
要與時俱進。在制定民法總則時，也根
據新的情況有不少調整、創新。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法學會民法學
研究會副會長孫憲忠說，民法的作用
在於通過法律規範每個人的行為，使
整個社會從本質上改進，「這是民法
科學性的體現，中國制定民法典，它
的功能也在於此。」中國「民法典時
代」漸行漸近，孫憲忠說，民法典將
通過一些細微末節的規定，讓權利觀
念落在每個人頭上，一步一步推進中
國的進步。

私有財產權利受保護
2016年2月，民法總則草案的徵求

意見稿編制完成。同年6月，草案首
次提請常委會會議審議，一審稿分為
11章共186條，對監護制度、法人地
位、民事權利等內容進行規定。10
月，草案二審稿的條文增加至 202
條，在遺囑監護、監護人的範圍、臨
時監護措施、監護人資格的恢復等監
護制度方面予以進一步修改，並對公
民個人信息的保護、未成年人受到性
侵的訴訟時效起算等熱點問題作出規

定。12月，三審稿增至210條，增加
了緊急救助免責條款，並對未成年人
父母的監護人資格被撤銷後再恢復增
加了限制條件等。
目前，民法總則草案已形成，等待

在今年3月全國人大代表們最後的意
見和表決。「在編纂民法典中完成民
法總則的立法，具有重大的歷史意
義。」參與民法典編纂工作的中國人
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楊立新教授向本報表示，民法是社會
生活的百科全書，是民族精神、時代
精神的立法表達。在孫憲忠看來，民
法總則草案的規定，對提升民眾權利
的意義重大。草案第112條明確，自
然人的私有財產權利受法律保護，在
民法總則中強調私有財產權利，是中
國法律上是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民法典或2020年形成
民法總則草案獲得審議通過後，民

法典的編撰將進入第二階段。楊立新
表示，編纂民法典分則的準備工作已

就緒，民法學家分物權組、合同法
組、侵權責任法組、婚姻家庭法組和
繼承法組，分別起草這五部分的立法
建議稿。接下來，立法機關將在建議
稿基礎上，對原來的物權法、合同
法、侵權責任法、婚姻法、繼承法等
進行修改，形成民法分則的五編。初
步計劃是在2018年將這五編的草案
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審
議，然後每一編逐步進行審議修改，
形成完善的民法典草案，最後將總則
和分則一起提交2020年的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完成民法典的編
纂工作。

民法總則乃至民法典的編纂，
不僅影響着國人生活的各個方
面，對於整個中國民法理論界更
堪稱一次昇華。楊立新表示，近
30年來，中國民法理論研究從閉
關鎖國、完全沿襲蘇聯民法理論
的狀態，轉變為結合民法通則以
及其他民法的實踐經驗，上升到
理論高度，並與大陸法系和英美
法系的民法理論相結合，形成具
有中國特色的民法理論體系，在
中國的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發展

中，發揮了巨大的支撐作用。
楊立新表示，民法通則出台後

的 30年來，無論是在制定物權
法，還是在制定合同法以及侵權
責任法時，立法都極大地推動了
民法理論的發展，使這些方面的
理論逐步完善，有些已經與世界
民法理論研究的先進水平相當。
相信在民法總則今年通過審議
後，以及其後在民法分則各編的
立法過程中，相關各部分的理論
研究都將會有一個更大的發展，

使中國的民法理論研究達到一個
新水平，並且會融入世界民法理
論研究的先進行列。
「100年前的西法東漸，使得

中國廢除了傳統的中華法系民
法，融入了世界民法體系，然而
一直到現在，中國在民法理論上
一直是『輸入國』。」楊立新
說，相信隨着中國民法典的制定
完成和民法理論研究的不斷發
展，中國將逐步塑造民法「輸出
國」的形象。

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發

言人傅瑩昨日在北京表示，民

法總則草案將提交本次大會代

表們審議。按計劃，民法典編

纂工作應該在2020年完成。

民法典有「社會生活的百科全

書」之稱，而民法總則被認為

是民法典的「靈魂」。經過

2016年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三次「過堂」，民法總則草案

已形成11章 210條，涉及到

公民生活的各個方面。法律界

認為，中國「民法典時代」漸

行漸近，民法將通過規範個人

行為，使整個社會從佈置上改

進，讓公民活得更有尊嚴。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凝哲 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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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研究日趨完善 有望步入世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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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法理論研究日臻完善。 網上圖片

■個人信息權納入民事權利。圖為在福州舉辦的國際網絡安全技術對
抗聯賽。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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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律 界 認法 律 界 認
為為，，民法將通民法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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