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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民法典草案回应百姓关切
三位代表通过“云互动”接受专题采访

“立善法于天下， 则天下治”。 7

编、 1260 条， 总字数逾 10 万， 与百

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法典草案被誉为

“社会生活百科全书”。 昨晚， 三位全

国人大代表走进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

会议新闻中心视频采访室， 通过 “云

互动”， 接受记者关于民法典草案的

专题视频采访。

开创我国法典编纂立法先河

在全国人大代表、 华东政法大学

副校长陈晶莹看来， 民法典是新中国

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开创了我

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 具有里程碑

意义。

“民法典草案具有中国特色 、体现

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 ”全国人大代

表 、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表

示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 ，要保护人民

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 但现行民事立

法中的一些规范已经滞后，难以适应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编纂民法

典，形成更加完备的民事权利体系和规

范有效的权利保护机制，对于更好地维

护人民权益 ， 不断增加人民群众获得

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名法律人，陈晶莹将民法典

草案视为法律大厦之“基”。 她认为，民

法典的编纂 ， 集近年来民事制度之大

成，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 。 王俊峰对此也持以同样观

点，他认为民法典草案在编订纂修过程

中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对于切实维护最

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具有重要意义。

体现“人民至上”的立法精神

作为新时代人民权利的“宣言书”，民

法典草案时代特色鲜明。 从关系百姓“头

顶安全”的高空抛物到住宅建设用地使用

权 70年到期、 个人信息安全……民法典

草案直面社会热点，回应百姓关切。

“编纂民法典，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

法律，也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王俊峰

说，编订纂修民法典是一项系统、重大的

立法工程。通过对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

制度规范进行系统整合、 编订纂修后形

成的这部法典，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

合理、内容完整，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

全国人大代表、致公党上海市委专

职副主委邵志清认为，民法典草案充分

体现了“人民至上”的立法精神。 长期关

注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邵志清留意到，

民法典草案对个人信用评价设立了专

门条款：民事主体可以依法查询自己的

信用评价 ；发现信用评价不当的 ，有权

提出异议并请求采取更正、删除等必要

措施。邵志清认为，这一条款充分吸纳了

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立法在地方实践的成

果，也切实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此外，他还十分认可民法典草案中

关于信息泄漏的相关规定。 民法典草案

提出 ，信息处理者不得泄露 、篡改其收

集、存储的个人信息；未经自然人同意，

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其个人信息，但是

经过加工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

原的除外。 邵志清说，社会生活中，相关

部门很可能会需要采集群体信息。 这些

群体信息都是个人信息集合而来， 但最

关键的一点正是不能回溯到个人身上，

也就是数据的“不可复原性”。 “民法典草

案中对这一点有充分体现。 ”邵志清说。

不过 ，邵志清同时也关注到 ，草案

目前在隐私权保护方面主要停留在物

理空间。但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会

在网络空间留下越来越多的个人痕迹。

为此他建议增设对网络账号等相关信息

的保护，以回应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

这份引领正向价值观的法典让人倍感温暖

历时五年，被誉为“社会生活百科

全书” 的民法典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全国政协委员黄

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是一

部闪耀人性光辉和推动社会活力的法

典。”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上海市妇联兼职副主席的她，一直

关注着民法典的编纂进展， 也对其中

涉及未成年人的内容特别关注。

儿童是未来，充满希望却也脆弱，

需要被小心翼翼地呵护。 细细翻看这

部民法典草案， 与未成年人相关的内

容总能引得黄绮视线停留。 从未成年

人监护，到收养、诉讼，一字一句令其倍

感温暖，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真切的保护。

比如民法典草案第 34 条，指明发生

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下， 被监护人住所

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

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

活照料措施。尤其是在今年疫情期间，这

一规定便有了现实意义———如果监护人

因患病被隔离了， 被监护人缺乏照料的

状况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托底保障。

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还体现在生命

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章节。黄绮还点出了

第 1010 条———“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

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 受害

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近年来，性骚扰事件引发了社会关注，而

草案正恰恰把人们的关心落到实处。 黄

绮表示， 民法典草案对现有立法和司法

实践经验进行总结，并明确了认定标准，

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都有着防止和制

止性骚扰的义务。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强调儿

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此次民法典草案

在收养层面便践行了这一原则。 收养人

可已有一名子女、 单方收养需有 “年龄

差”、收养人不能有违法犯罪记录等等规

定， 均将儿童利益摆在首位，“民法典草

案中的收养编更符合实际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 民法典草案的一大

亮点是体例上创新设立了人格权编。 黄

绮认为： “这是草案对个人权利尊重与

保护的体现， 说明这是一部以人为本的

法律。” 从对胎儿的保护和对去世的人

的人格尊重角度， 便可以感受到民法典

草案的人性关怀 。 民法典草案第 1155

条显示： “遗产分割时， 应当保留胎儿

的继承份额。 胎儿娩出时是死体的， 保

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在黄绮

看来， 胎儿出生后是未成年人， 理应享

有法定保护。

至于最有时代感与现实意义的内

容， 黄绮认为在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

护。民法典草案不仅以列举的方式，把擅

入、窥视、拍摄、收集处理他人的私密空

间、 私密活动及私密信息都界定为侵犯

个人隐私权的行为方式， 还明确了个人

信息的范围，即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电子

邮箱地址和行踪信息等。“这些人际交流

中容易暴露的信息， 需要界定传播中的

合法与非法性， 我相信一定会在现实生

活中引发涟漪”。

在翻阅物权编、合同法编时，黄绮深

深感受到， 民法典草案有助于激活社会

活力。其中，草案完善了电子合同订立规

则， 在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发展的社会

浪潮下，这一规定更添一份便利。 “一部

好的法律， 应该成为人们行为方式的引

领，符合社会道德观和公序良俗，体现正

向社会价值观， 民法典草案正是这些方

面的典范”。

生活遇见民法典，大事小情它都管
民有所呼， 法有所应。 作为今年全国两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草案）》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庄严的民法典草案， 不仅凝结了无数法学家的心血与努力，

同时也直接反映人民意愿， 人民性成为其最醒目的本质属性， 让
全体人民寄予厚望和期待。 公众关注的许多热点、 难点和痛点，

都能在其中找到落脚点。

与你有关的案例

见义勇为，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

案）》中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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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见义勇为是彰显社会正能量的

善行美德。然而现实生活中，一些热

心助人救人者，事后反遭索赔、追责

的现象时有发生。 于是，“看到有人

路上摔倒， 究竟扶还是不扶”“遇到

突发事件，要不要出手相助”成为不

少人心头的纠结。

案 例

2017年9月， 某地一位72岁老
太太在药店买药时突然晕倒在地。

正在药店值班的孙某急忙施救， 为
老人做了心肺复苏。 老人苏醒后 ，

被救护车送往医院， 经检查发现多根
肋骨被压断、 右肺挫伤。 出院后， 老
人及其家人向孙某提起诉讼， 要求索
赔。 孙某于2019年12月31日拿到当
地法院的民事判决书。 法院驳回原告
的诉讼请求， 孙某具有医学资质， 在
施救过程中没有违反诊疗规范， 不应
承担抢救过错。

解 读

上海匡道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双

灵认为 ， 这一条款从立法的层面豁

免救助人对受救助人造成的损害 ，

为好人 “撑腰 ”， 体现了良法善治 。

近几年 ， 老人倒地不敢扶等社会热

点问题引起社会热议 ， 也让许多热

心人因顾虑重重而不敢伸出援助之

手。 该条款从立法的层面为见义勇为

者保驾护航， 消除了见义勇为者在扶

贫济困、 挺身而出之后的顾虑， 引导

激励更多人崇德向善 ， 倡导善行善

举， 弘扬社会美德。

小区电梯广告收益这笔账不再“糊涂”

据民法典草案法条：改变共有部分

的用途或者利用共有部分从事经营活

动应当由业主共同决定。 同时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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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状

很多小区都存在这种情况：楼内大

厅、电梯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广告。有时

候这些在小区公共区域设立的广告，往

往未经过业主同意，收入也都归了物业。

小区电梯广告一年能挣多少钱？钱都去

哪儿了？ 这笔收益最后竟成了糊涂账。

案 例

沈阳市中级法院公布的2015年十大
经典案例， 其中就有电梯等公共区域的
广告收益归属问题。 在这起案例中， 物
业公司在沈阳大东区鹏利花园AB区楼道、

电梯内等公共区域刊登了大量广告， 广告
主先后支付给物业公司26万余元。 小区业主
委员会认为， 物业公司在未经业主同意
的情况下， 擅自利用共用部位、 共用设

施设备经营广告， 收取广告费并私自占有
使用， 违反 《物业管理条例》。 物业公司虽
然辩称， 上述收入已用来补充物业费收入
严重不足部分， 但最终26万元广告费被判
归全体业主共有。

解 读

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特聘专家

黄友健表示，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已明确

小区公共部位产生收益的归属 。 按照

《物权法》， 电梯间、 小区楼房外墙等部位

属于建筑物共有部分， 归小区业主共有，

那么， 由此产生的收益也应归属业主所有，

物业公司只是代替管理； 《物业管理条

例》 明确了业主对这笔费用享有知情权

和监督权。 在他看来， 民法典草案旨在

加强对建筑物业主权利的保护， 更加明

确了公共收益的归属。

一边是物业管理行业日益扩大的成

本缺口， 另一边是规模可观的经营收入，

如何用好这笔资金来为业主服务呢？黄友

健认为，物业公司作为受业主大会和业委

会委托的服务企业，在具体管理服务经营

公共部位时会产生管理费用，因此需在小

区物业服务合同中对于公共收入的分配

加以明确。

未成年人给游戏大额充值，可退款

根据民法典草案相关法条：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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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满八周岁的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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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意味着，孩子给游戏大额

充值，可退款。

现 状

一些家长一直在关心：聪明的

孩子一不小心就层层“闯关”，给游

戏大额充值了，能不能退？

案 例

今年2月， 山东潍坊马女士表
示 ， 疫情防控期间， 其10岁的儿
子在听网课、 写完作业后， 拿了父
母的手机偷着玩游戏， 并前后充值
了2万余元， 其中在2月10日、 11

日两天 ， 共充值648元的点券26

次 ， 还都是免密支付 ， 家长希望
要回这笔钱。

解 读

腾讯游戏相关负责人表示，一般情

况下家长需要提供相关确凿证据表明

确实为未成年人消费，考虑到在实际举

证中的客观难度， 会根据现实情况，综

合具体描述和相关证明，与后台相关数

据等信息进行比对评估。 “具体来说，

在接到用户反馈后， 我们需要对反馈

情况进行初步核实，这个过程中也需要

用户配合提供家长和孩子的身份证明，

以及亲子关系等必要的基本资料。在与

账户的后台数据验证比对、与家长和孩

子详细沟通之后，我们会进行多维度的

综合评估，如果判断由未成年人消费的

可信度较高，我们会进行妥善处理。 ”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民法典草案继

承编对继承遗产的范围做了改变 ，将

《继承法》 中遗产范围， 包括公民的收

入、房屋、林木、文物、著作权等一一列

举的方式删除，再扩大为“遗产是自然人

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立法上采

取概括方式， 只要是自然人合法取得的

财产，都属于遗产，可以被继承，这样可

最大限度地保障私有财产继承的需要，

网络财产、虚拟货币等都概括其中。

膝下无子女，我的遗产可以留给猫吗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

议的民法典草案， 扩大了扶养人的范

围。 据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明确自然

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

签订遗赠扶养协议。 这使得继承制度

将更符合百姓需求，有更大的处理遗嘱

的自由。

现 状

一部分“养宠一族”和爱猫爱狗人

士膝下无子女，有人提出，能否将遗产

留给爱宠？ 希望在自己过世后，爱宠能

继续得到照顾。

案 例

去年，一位95后姑娘打算立遗嘱，

把财产留给流浪猫，希望这笔钱可以用
来救助流浪猫。 律师告诉她不可行，我
国法律规定，继承人只能是自然人或者
法人。姑娘又提出希望律所能接受她的
财产，帮她照顾流浪猫，对方没有接受。

解 读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猫不是继承

主体，遗产不能留给猫。 但可通过变通手

段达到过世后有人照顾猫的目的。 ”上海

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张玉霞

表示，除了法定继承人，根据民法典草案

第一千一百三十三条第三款，自然人可以

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法定

继承人以外的人。 “但无论是给谁，都有一

个前提，就是对方愿意接受这个遗产”。

张玉霞说，可通过与机构订立合同或

直接设立基金会等机构，负责“接着照顾

猫”。但这类操作有一定难度。首先，需要当

事人在遗赠书上写明， 该机构在接受了哪

些条件后才可以接受这份遗赠。其次，要找

第三方机构或个人作为遗产管理人， 负责

监督该机构的行为。 还要为此设计一套详

尽的方案———比如，猫去世了，钱还剩着，

该留给谁？她提到，在没有法定继承人的前

提下， 与其把猫交给机构， 不如托朋友照

顾，即“个人财产可以赠与法定继承人以

外的人”。 比如，当事人可以写下遗赠书，

将10万元和猫一起留给朋友。如果朋友愿

意照顾猫， 却不愿接受其他财产怎么办？

根据民法典草案第一千一百六十条：无人

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 归国家所有，

用于公益事业。“也就是说，你的猫朋友留

下，你的钱交给国家。 ”张玉霞解释道。

宠物伤人谁担责？遛狗不拴绳就不能免责

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专设“饲养

动物损害责任”，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

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担责；能证

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减

责。 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

成他人损害的，应担责。 专家表示，没

注射疫苗、遛狗未拴绳造成损害的，即

便是受害人故意激惹，也不能免除饲养

者的责任，只能减轻。

现 状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丰富，宠物也

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但也

不时出现因遛狗导致他人被咬的新闻。

被狗咬后怎样维权？ 谁来担责出现争议。

案 例

郎某在公共场所为梁某饲养的宠物
狗咬伤致残，后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经
法院审理认为梁某饲养的阿拉斯加犬属

大型犬， 其在遛狗过程中未用束犬链牵引，

梁某违反养犬管理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同时，郎某作为成年人，在下蹲状态时对狗进
行反复抚触，就自身损害具有重大过失。 梁某
理应减轻责任。

解 读

为规范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的饲养

行为，防止饲养动物给他人造成损害，《侵

权责任法》第十章对饲养动物致害责任予

以专章规定。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草

案）》大体承继了《侵权责任法》饲养动物

致害责任的既有规定，但对饲养动物损害

责任规则进行了略微调整，规定“违反管

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

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

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由此所

生的法律意义， 一则有利于统一司法裁判，

明确可构成减责事由，以此指引人们遵守规

定，文明饲养；二则重申国家禁止饲养危险

动物的法律立场，以此敦促人们依法饲养。

■本报记者 邵珍

■本报记者 单颖文■本报记者 徐晶卉

■本报记者 祝越

■本报记者 史博臻

■本报记者 占悦

■本报记者 邵珍 王嘉旖

制图： 陈云峰

只要订立合同或遗嘱即有“居住权”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中规

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

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

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现 状

近年来， 涉老居住权纠纷案日益增

多。 老人们对朝夕陪伴的保姆感情往往

很深， 想在自己离世之后为经济实力较

弱的保姆留下一份保障；另一方面，老人

仍然想把自己的房产留给子女。 难以两

全的问题常常困扰着这些老人们。

案 例

妻子去世多年的王老伯身体不好，

多年靠保姆照顾。 老伯想把房产留给儿
子小王， 但又考虑照顾自己多年的保姆
在自己去世后居无定所， 王老伯如何才
能两全其美？

解 读

上海市律协社会公共服务业务研究

委员会副主任廖潇歌律师认为， 王老伯

两全其美的方式是分别与保姆订立居住

权合同、与儿子小王订立遗嘱。廖潇歌表

示，此次民法典草案中确立的“居住权”，

是其首次作为独立权利出现在法律条文

中。 虽然其中围绕“居住权”的相关规定

仅有六条， 但充分传递出法律保护弱势

群体的信号。她提醒说，居住权的取得不

一定都是“无偿”的。民法典草案中规定，

“居住权无偿设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除外”。 同时，民法典草案中对居住权的

生效日期也进行了明确规定———“居住

权自登记时设立”。也就是说，最好双方具

有合法登记行为，不要仅仅私下协商。 廖

潇歌认为，从居住权设立登记到约定居住

权可转让、继承，住宅出租，再到居住权

消灭后的注销登记， 民法典草案为居住

权明确了一个完整的“权利闭环”，让更

多人在生活中产生纠纷时“有法可循”。

■本报记者 王嘉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