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07

链接：中国民法典的进程

1、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组织力量起草民法典。
2、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专门成立了民法起草小

组，在广泛征求意见之后，到 1982年 5月形成了民法草案的第四
稿。由于民法典涉及内容太过庞杂，立法机关采取了先急后缓的思
路，先行制定调整民事关系的单行法，并逐渐在立法中形成了一些
共同的原则和规范，使得制定民法通则的条件日渐成熟。

3、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
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通则》是针对现实生活中的一
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制定的一个民法大纲。

4、从1991年的收养法到1995年的担保法，从1999年的合同法
到2007年的物权法，从2009年的侵权责任法到2010年的涉外民事关
系法律适用法，单行立法不断完善。

5、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
典”，把民法典的编纂提到了立法日程。

6、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授权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负责协调 《民法典》 编纂任务，并指定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法学
会5个单位提供研究协助。

7、2016年2月，《民法总则》草案的征求意见稿编制完成，并
向地方人大代表、法学院校专家等征求意见。

8、2016年6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专门讨论《民法典》编纂和民法总则（草案）。

9、2016年6月27日，《民法总则》草案首次提请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10、2016年10月31日，《民法总则》草案再次提请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11、2016年12月19日，《民法总则》草案三审稿提请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12、2017年3月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全体会议听取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关于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集体审
议民法总则草案的四审稿。

（本报记者 杨俊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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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胎儿也有继承权

第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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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蔡斐：传统民法理论认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未
出生的胎儿属于母亲身体一部分，自然也难以成为民事主体。从现实来看，这
显然不利于胎儿的权利保护。此次确认“胎儿享民事权可继承遗产”是对胎儿
利益保护制度的特别创设，弥补了此前的立法漏洞。同时，“胎儿出生是活体”
明确了这一规定实施的前置条件，有利于该条规定在以后司法实践中的操作。

2、六岁孩子可以“打酱油”

第二十条 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
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
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范辰：现在的生活比以前显著改善，营养增加，孩子发育早，接受信息
渠道广泛，心智成熟早，因此，草案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由十周岁降
为六周岁，是合适和合理的。像打酱油、买西瓜这样非重大的事情，六周岁
的孩子去实施是可以的，有法律效力。

3、失能老人须监护

第二十二条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
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蔡斐：监护，与每一个公民息息相关。将失能老人规定为监护对象，无
疑扩大了被监护人范围。现行的 《民法通则》 只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
人的监护，失能老人等成年人的监护一直是法律保护的空白点。新的法律规
定，就直接意义来说，可以更好地维护失能老人的人身财产权益，给他们

“撑腰”，让他们享有法律的“红利”。从长远来看，也适应了我国人口老龄化
社会的发展趋势。

4、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一十四条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应当
确保依法取得的个人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个人信
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个人信息。

范辰：网络时代，个人信息使用得越来越广泛。滥用个人信息恶性案件
时有发生，比如去年的徐玉玉案。徐玉玉被诈骗电话骗走上大学的费用9900
元，伤心欲绝最终不幸离世。此案给全社会敲响了警钟，单靠刑法保护个人
信息是不够的。此次规定保护个人信息可以说非常及时。该规定明确保护的
义务主体是任何组织和个人，形成了全方位保护。

5、见义勇为可免责

第一百八十七条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
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救助人因重大过失造成受助人不应有的重大损害的，
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第一百八十八条 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
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
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蔡斐：做了好事还要倒贴钱，甚至被告上法庭，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问题。这极不利于社会正气的弘扬。此次将见义勇为行为用法律形式予以鼓
励和保护，显示了民法制度与社会生活的有效对接。特别是第一百八十七条
的免责规定，与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性质相一致，有利于消除救助者的后顾
之忧。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补偿制度，是对以往民事法律规定的综合和确认。
其中，“可以”与“应当”的不同法律表述，契合了权利主张时的不同情形，
兼顾了法律与道德的要求。

6、诉讼时效延长至三年

第一百九十一条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
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范辰：在民法通则的规定中，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是不同的。此次
将诉讼时效期间统一规定为三年，延长了诉讼时效期间，有利于对民事权利
的保护和社会关系的稳定。当然单行法有特别规定的，仍从其规定。如合同
法规定，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提出诉讼或仲裁的，诉讼时效
为四年。这样的规定有其特殊性，仍然有效。

民法总则
这样影响百姓生活这样影响百姓生活

本报记者 尹晓宇

8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其中一项议程
是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总则 （草案）》的说明。此
次提请大会审议民法总则 （草案） 共有

11章，涉及民事基本原则、民事主体、
民事权利、民事责任等主要内容。它将
如何影响百姓的生活？我们邀请了西南
政法大学副教授蔡斐和北京京师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范辰律师进行解读。

3月9日，境外媒体继续聚焦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的答记者问。
日本 《日经亚洲评论》 就王毅谈及的朝鲜半岛局势发表评论，认为中国

为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提出了新建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指出，王毅的表
态很及时而且意义重大，中国仍然愿意做一名“扳道工”，把朝核问题扳回到
谈判解决的轨道。西班牙埃菲社特别关注了中方对欧盟未来以及中欧关系的
看法。该社撰文称，王毅表达了对欧盟一体化进程持续的支持，并认为英国
脱欧后欧盟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反欧盟趋势的增长可以帮助该联盟变得更
加成熟。

沙特阿拉伯 《海湾新闻》 对王毅提及的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格外关注。
文章指出，中国愿意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一直在尝试为国际
和平，尤其是叙利亚和平作贡献。在解决也门危机问题上，中国也付出了不
懈努力。

《今日印度》对于金砖国家合作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予以了
重点关注。该网站撰文称，王毅表达了对金砖国家发挥更大全球性作用的强
烈支持，并承诺会通过中国大规模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来对抗反
全球化势力。

（海外网吴 潇 姚凯红编译 尹晓宇整理）

境外看两会
“笨鸟先飞”：乡镇企业多为私有企业，职工处于弱势地位，企业一般不

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职工如果一定要签合同，通常会失去工作机会或很难
在家乡找到工作。建议采用强制措施促使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

“秋风团扇”：小孩子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纪，却很难在公立幼儿园排上
队，而私立的学费又太高负担不起。期待国家尽快出台解决政策，如果能将
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将是惠及民生的一件大好事！

“栀子花开”：希望减少信访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让老百姓少跑
腿。同时希望加强信访工作的法制化建设，实现“网上信访”全覆盖，进一
步拓宽信访渠道，方便人民群众。

“星眸微慎”：希望三甲以上医院的体检及大病检查记录能够共享，减少
重复检查，减少患者的检查费用。加强人民的日常健康保健宣传教育，加强
食品的安全检查。

“一江春水”：近年来，请大医院的专家学者轮流到社区医疗站出诊，让居
民不出门就能看病，既减少了大医院的就医难，也减少了医疗站的门可罗雀。
与此同时，还应该走出去，即安排医疗站的医生定期到大医院去培训，以便提高
医疗站医生的医疗水平，同时也能丰富医疗站工作人员的工作经验。

（本栏目主持人：李 贞 整理：罗楚江）

网友议两会网友议两会
我的家在北京通州，和爹妈在大运河通州段的通

惠河边散步，是一家人最好的休闲。
10年前，刚在通州安家时，我看到了野树林里蜿

蜒着土黄色的通惠河。爸爸从河边回来说：“没事儿别
往里钻！成片杂草扎得脚疼，堤岸被种上了庄稼，河
面翻着泡沫儿，好好的河几乎成了供各家排污的臭水
塘。”

2012 年，北京市第十一次党代会首次提出“落实
聚焦通州战略，打造功能完备的城市副中心”，通州境
内的运河开始改变。随后，河道翻修、扩建，两岸的
绿化带取代了杂草农田，更建设了专门用来生态涵养
的大运河森林公园。然而爸爸还是有些遗憾，“新建成
的商务生态园就搁那儿了，配套的基础设施服务建设
没有跟上，运河森林公园毕竟离咱们远了，不方便。”
的确，由于没有垃圾桶，夏天人们在河边吃烧烤后总
留下一堆垃圾；临河步道没有灯，晚饭后一家人只能
沿着河边公路溜达，对黑漆漆的滨河景观带望而却
步。“运河已经改善了不少，但总感觉还差了一步。”
妈妈时常和我说。

大的变化，起于去年。2016 年，北京市贯彻落实
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加快通州城市副中心建设的步
伐，多个运河管护项目推出，对运河的水质、生态、
文化管理扩展至整个水系。

去年国庆回家，刚吃完饭，父母就换好了运动
衣，爸爸脖子上还挂个单反照相机。“趁天儿没黑赶紧
出去散步吧，咱家楼下的河边变得可漂亮啦！”妈妈拉
着我往外走。“这么多花、草、树，全是你走的这半年
种的，你能说出多少种？”在滨河步道上，爸爸正把镜
头瞄准一朵立着蝴蝶的花，兴奋地问我。“今年政府在
通惠河两岸的生态绿化上花了更多心思，精心设计的
植物群代替了单调的草坪。”

“你看隔几步就是一个垃圾桶，前边还有微型服务
区，”妈妈手指前方，“走在健步道上心情比以前更好
了，你爸我俩这半年几乎每晚都来这散步。”夜色降
临，暖黄色灯光依次亮起，“大半年没回来，咱家楼下
的河治理得像发达国家大城市的了，真的让我很惊
喜。”望着河面熠熠生辉的灯影，我感叹道。

今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北京通州考察时指出，“北京城市副中
心建设要高度重视绿化、美化，增强吸引力”，“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
有地区的共同责任”。运河曾给古人带来生存给养、财富，如今，运河两岸
的北京新行政办公区正如火如荼地建设，未来的运河在生态城市建设上必
将发挥关键作用，成为更多迁来通州的居民的栖息之地。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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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徐 骏作

据新华网数据显示，中国网民对全国两会的关注
度近4年来逐步上升，今年有超过九成的网民对两会持
正面评价。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两会
开幕前，舆论热度指数从 2014 年的 76.67 上升到了
90.62；网民对两会持正面评价的比例从 2014 年的
80.7%上升到93.6%。

“会场外的民众关注会议进程并通过网络渠道反馈
意见、表达态度，这本身就是民主的参与。而持正面肯
定的网民比例持续上升，则从一个侧面说明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们的各项政策很得民心。”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
院教授曹培鑫说，“两会热”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社会和谐
发展、人民生活迈向幸福安康。

尹志烨（人民视觉）

逾九成网民
对两会持正面评价

逾九成网民
对两会持正面评价

3月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与会代表听取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草案）》的说明。 本报记者 李 舸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