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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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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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现实中因救人反被告的事件多次发生，
“扶不扶”“救不救”一度困扰公众。民法典草案明
确了侵权人和受益人的各自责任，同时也明确了
见义勇为者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有助于杜绝“英
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

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
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
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

解读：小区电梯广告、外墙广告收入归谁？物
权法的规定并不明确，引发了一些矛盾纠纷。民
法典草案明确，利用小区业主共有场所产生的收
入属于业主共有。这将发挥定分止争的作用，维
护业主合法权益。

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
家有关规定。

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
利息。

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当事人不
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
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
人之间借款的，视为没有利息。

解读：近年来，“校园贷”“套路贷”等频发，高
利贷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民法典草案禁止高利放
贷，表明了国家鼓励人们投资实体经济，助推经济
高质量发展，解决因高利放贷导致的一系列社会
问题。

规定：处理自然人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
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并符合下列条
件：

（一）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但是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二）公开处理信
息的规则；（三）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
围；（四）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
定。

解读：数字化时代，个人信息如何保护？面对
人肉搜索、垃圾短信、电信诈骗等挑战，民法典草
案确认和保障与个人信息有关的人格权益，并规
定个人信息利用的基本规则，让个人信息使用有
法可依，将有效遏制过度搜集个人信息的乱象。

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
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
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
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
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
思表示的除外。

解读：离婚时，夫妻双方的债务该怎么认定？
是共债共签还是单方举债共同偿还？民法典草案
吸收了现行司法解释的有效做法，规定夫妻共同
债务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夫妻一方事后追认
等，或者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
要所负的债务，否则不予认定。

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
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
注明年、月、日。

解读：打印遗嘱有法律效力吗？现实中，打印
遗嘱十分常见，但却常常引发纠纷。对此，民法典
草案根据实际需要作出回应，对打印遗嘱的效力
作出界定，明确了打印遗嘱必须具备的形式，填补
了立法空白，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
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
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
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
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解读：高空抛物坠物造成人员受伤、财产损失
让不少人心惊胆战，如何守护“头顶上的安全”？
民法典草案作出这一规定，意味着高空抛物坠物
造成他人损害的，如果不能明确责任人，那该楼业
主都有可能要被追偿责任。这为受害人提供了

“兜底”保障，同时为补偿人进一步追偿提供了法
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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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轶

民法典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5月22日，民法典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
科全书”，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轶，请他解读民法典草
案亮点。

见义勇为免责

小区共有场所收入
归业主

禁止高利放贷

保护个人信息

界定夫妻共同债务

增加遗嘱形式

守护“头顶上的安全”

编撰民法典的重大意义

编撰民法典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实现

编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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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撰民法典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编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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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过程

2014年10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撰民法典”

2015年3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启动民法
典编撰工作

2017年3月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法总
则

2019年12月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并决定将
民法典草案提请本次大会审议

2020年4月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民法典草案
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

2020年5月
民法典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审议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
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被誉为“社会生活
的百科全书”和“保障民事权利的宣言
书”。几乎所有民事活动都能在民法
典中找到依据，民法典的诞生将深刻
影响每个人的生活。

回应群众生活中遇到的困难烦恼

“民法典问世，将使许多与民生紧
密相关的问题得到回应，开启民事权利

保障法典化的时代。”黑龙江大学法学
院教授杨震代表认为，民法典草案更加
关注群众人身安全，对高空抛物的法律
责任界定等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比
如，民法典草案新增了“禁止从建筑物
中抛掷物品”的规定，细化了各方责任，
确定了补偿人的追偿权，明确了物业服
务企业采取安全保障措施的义务，强调
了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进行调查。
这些规定，在实现个体权利的同时，切
实维护了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

杨震认为，“家”在中国人的观念
中有着非常特殊的位置，民法典草案
高度重视“家”在我国社会秩序中的重
要地位，更加注重对家庭关系的保护，
明确了夫妻双方在子女抚养、教育和
保护等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
不仅有利于更加全面保护子女的权
益，还能够促进家庭和谐。

“在民法典草案中，‘保护’是贯穿
始终的立法精神。”黑龙江省律师协会
会长李亚兰代表举例说，强化对胎儿

利益的保护，规定成年监护制度等，都
体现对弱势群体特别的关爱。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民法典草案“物权编”规定：土地承
包经营权人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
租、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
经营权。流转期限为5年以上的土地经
营权，自流转合同生效时设立。当事人
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土地经营权登记。

“民法典草案的这一规定，是对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关内容的进一步
完善，使土地经营权受让人可以进一步
搞活生产。比如，既可以将土地用来经
营，也可以再融资。这从法律上明确了
农民手中拥有的土地经营权的具体内
容，保障了农民重要的物质财富。”吉林
省敦化市大石头镇三道河子村党支部
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谷凤杰代表说。

长期从事商事、金融案件审判的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厉

莉代表接触了很多民间借贷纠纷案，
对民间借贷的情况做了深入调研。“根
据民法典草案的规定，借款合同约定
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
家的有关规定。这就为借款利率设定
划上了法律红线。这些规定与群众日
常金融行为中面临的问题息息相关，
与群众切身利益紧密联系。编纂民法
典将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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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莉说。

来源来源：：人民日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