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普法宣传 

 

 《民法典》的颁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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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民法典》），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实施，2024 年 5

月 28日，是《民法典》表决通过四周年纪念日，2024年 5月也是我国第四个

“民法典宣传月”。 

 

 《民法典》的意义 

《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地位仅

次于宪法，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 7编、1260 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

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民法典》通篇贯穿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公民的

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等作出明确详实的规定，并规定侵权责任，明确权利

受到削弱、减损、侵害时的请求权和救济权等，体现了对人民权利的充分保

障，被誉为“新时代人民权利的宣言书”。 

所有民事活动，大到法人设立、不动产变更，小到合同签订、婚姻继承都

离不开《民法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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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为实现人民群

众美好幸福生活提供保障，为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提供基本遵循，对推进全面

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推

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民法典》分编简介 

一、 总则编 

“总则”规定了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则，统领民法典

各分编。总则编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重要的立法目的，体



现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鲜明中国特色。同时，规定了民事权利及

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确立了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守法和公序良

俗、绿色原则等民法基本原则。 

二、 物权编 

物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重要财产权。《民法典》物权编调整的是物的

归属和利用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主要是调整民事主体和民事主体之间的利

益关系，同时，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在民事主体和公共利益之间产生的法律关

系，也可由物权编进行调整。物权编重视平衡物的归属和对物的利用，在归属

明晰和利用自由之间兼顾定分止争和物尽其用，以此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民法典》物权编有部分亮点：（1）新设添附制度；（2）增加土地经营

权规定；（3）完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4）细化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自动续期规则；（5）增加新型用益物权——居住权；（6）删除了原《物权

法》中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具体登记机构的内容；（7）扩大了担保合同范围。 

三、 合同编 

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合同法律制

度的调整范围是因合同产生的民事关系。合同编是《民法典》的第三编，分为

通则、典型合同、准合同三个分编，共二十九章，五百二十六条法律，占据了

《民法典》40%左右的内容。在通则编中，从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保全，

到合同的变更和转让、权利义务终止都有详细的规定；典型合同则涉及买卖、

供用电、水、气、热力、赠与、借款、保证等各种类型的合同，共十九章内

容；而准合同只包括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两章内容。 

《民法典》合同编部分亮点：（1）明确非合同之债（法定之债）的法律试

用；（2）规定电子合同成立时间；（3）完善情势变更规定；（4）禁止高利放

贷；（5）客运合同中新增对旅客不良行为的规制。 

四、 人格权编 

人格权是由法律确认或赋予民事主体享有的具有人格属性、以人格利益为

客体的人身权利，是民事主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民法典》人格权编与

其他几编不同，没有单行法作为基础，而是在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

基础上进行编纂。从立法的用意和价值取向来看，单独设立人格权编的目的，



在于更好地贯彻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关于保护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的重要

论断，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突出人格权受尊重、受保护的法治

理念。 

《民法典》人格权编部分亮点：（1）明示人格权编的开放式保护模式；

（2）对人格请求权作出明确规定；（3）明确死者人格利益保护；（4）增设以

违约为由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5）明确规定了诉前禁令制度；（6）扩大姓

名权、名称权保护客体；（7）增设性骚扰要承担民事责任；（8）对肖像权予

以扩张保护；（9）肖像权许可使用中对肖像权人倾斜保护；（10）对自然人声

音类比肖像权予以保护。 

五、 婚姻家庭编 

婚姻家庭制度是调整因婚姻家庭产生的民事关系，是规范夫妻关系和家庭

关系的基本准则。婚姻编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

家庭文明建设。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有四大亮点：（1）明确夫妻共同债务范围；（2）

对亲子关系有异议可请求确认或否认；（3）细化诉讼离婚的条件：（4）增设

离婚冷静期。 

六、 继承权编 

继承制度调整因继承产生的民事关系，是关于自然人死亡后财富传承的基

本制度。继承编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遗产按照法定

顺序继承。 

《民法典》继承编部分亮点：（1）扩大遗产范围；（2）新增丧失继承权

后的宽宥制度；（3）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至甥、侄；（4）增设打印遗嘱和录

像遗嘱两种法定遗嘱形式；（5）废除公正遗嘱效力优先；（6）增加遗产管理

人制度。 

七、 侵权责任编 

侵权责任制度调整因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民事关系。侵权责任编是《民法

典》的第七编，也是最后一编。该编共十章 95 条，在总结原《侵权责任法》实

践经验基础上，针对侵权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对相关规则作出了补充完善，部

分亮点包括：（1）明确自甘风险行为的责任、增设“自助行为”制度；（2）



增设高空抛物行为的责任；（3）修改和完善网络侵权责任机制；（4）增设

“好意同乘，责任减轻”及追究生态破坏责任的侵权责任规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