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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2020年5月2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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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

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

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民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

合性法律，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人身关

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生活的方方

面面。 



民法典的重要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法典的重要指示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5月29日在十九届中央政

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发表《充分认识颁

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依法更好保障人民

合法权益》的重要讲话。 

 文章强调，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

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

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

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

具有重大意义。 



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

务和立法任务，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

大法治建设部署。 

编纂民法典的重要意义 

      
      

      

      



编纂民法典就是通过对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制度规范进行的系统整合、

编订纂修，形成一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

我国基本国情，从实际出发的一部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完整

的法典。 

编纂民法典的重要意义 

      
      

      

      



编纂民法典是建立健全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的重要任务，

是以良法保障善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

一项系统、重大的立法工程。 

编纂民法典的重要意义 

      
      

      

      



编纂民法典的重要意义 

编纂民法典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
需要。 

编纂民法典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编纂民法典是增进人民福祉、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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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和主要内容 

3 



民法的基本原则 

平等原则 
自愿原则 
公平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 
守法和公序良俗原则 
绿色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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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本规定 

民法典的立法目的和依据 

1 

关于民事主体 

包括了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 

 2 

关于民事权利 

民事权利包括各种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3 

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 

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代
理是民事主体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制度 

 4 

关于民事责任、诉讼时效和期间计算 

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是保障和维护民事权利的重要制度。 

诉讼时效是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导致的权利不受保护的法律制度。 

 5 

总则编 



关于通则 

规定了物权制度基础性规范，包括平等保护等物权基本原则，物权变动的具体规则，以及物权保护制度 

关于所有权 

是所有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关于用益物权 

用益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他人的物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关于担保物权 

担保物权是指为了确保债务履行而设立的物权，包括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 

关于占有 

占有是指对不动产或者动产事实上的控制与支配 

物权编 

 1 

 2 

 3 

 4 

 5 



关于通则 

规定了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保全、转让、终止、违约责任等一般性规则 

关于典型合同 

典型合同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普遍应用的合同 

关于准合同 

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的一般性规则作了规定 

合同编 

 1 

 2 

 3 



关于一般规定 

人格权的一般性规则（包括定义、救济方式等 

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 

规定了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具体内容，并对实践中社会比较关注的有关问题作了有针

对性的规定 

姓名权和名称权 

规定了姓名权、名称权的具体内容，并对民事主体尊重保护他人姓名权、名称权的基本义务作了规定 

人格权编 

 1 

 2 

 3 



关于肖像权 
规定了肖像权的权利内容及许可使用肖像的规则，明确禁止侵害他人的肖像权 

关于名誉权和荣誉权 

规定了名誉权和荣誉权的内容 

关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 

强化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的保护，并为下一步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留下空间 

人格权编 

 4 

 5 

 6 



关于一般规定 
在现行婚姻法规定的基础上，重申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等婚姻家庭领域的基本原则和规则，并在现行婚
姻法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完善 

关于结婚 

规定了结婚制度，并在现行婚姻法的基础上，对有关规定作了完善 

关于家庭关系 

规定了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和其他近亲属关系，并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在现行婚姻法的基础上，完善了有关内容 

关于离婚 

对离婚制度作出了规定，并在现行婚姻法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完善 

关于收养 

对收养关系的成立、收养的效力、收养关系的解除作了规定 

婚姻家庭编 

 1 

 2 

 3 

 4 

 5 



关于一般规定 

规定了继承制度的基本规则，重申了国家保护自然人的继承权 

关于法定继承 

法定继承是在被继承人没有对其遗产的处理立有遗嘱的情况下，继承人的范围、继承顺序等

均按照法律规定确定的继承方式 

关于遗嘱继承和遗赠 

遗嘱继承是根据被继承人生前所立遗嘱处理遗产的继承方式，遗赠是遗嘱继承制度中的一种继承方式 

关于遗产的处理 

规定了遗产处理的程序和规则，完善了有关遗产处理的制度 

继承编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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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般规定 

规定了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多数人侵权的责任承担、侵权责任的减轻或者免除等一般规则 

关于损害赔偿 

规定了侵害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的赔偿规则、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等 

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 

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其监护人的侵权责任，用人单位的侵权责任，网络侵

权责任，以及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等 

关于各种具体侵权责任 

分别对产品生产销售、机动车交通事故、医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高度危险、饲养动物、建
筑物和物件等领域的侵权责任规则作出了具体规定 

侵权责任编 

 1 

 2 

 3 

 4 



“附则”明确了民法典与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

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的关系。民法典施

行后，上述民事单行法律同时废止。 

附   则 

  附则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