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4”全国法制宣传日 
之民法总则 

 

2017年 3月 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总则》。民法总则确立了民法典的基本制度、框架，有效协调了民法与商法之间的关系，

消除了原先存在的民法通则与有关单行法律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规范了社会生活的基本规

则，标志着我国民法典编纂的第一步已经顺利完成。 

此部《民法总则》有哪些新的亮点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呢？ 

一、违背公序良俗合同无效 

第一条 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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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八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专家解读】 苏泽林：民法总则通篇体现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命题和现

实需求。不仅有宣示性的规定，还有具体的规定，例如，根据第一百五十三条，违背公序

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也就是说，如果当事人签订的合同有违反道德的内容，那么这

一合同条款是无效的。 

  二、“绿色”环保成基本原则 

  第九条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专家解读】 吕忠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社会进入 21世纪后日益面临的重

大课题，把“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一绿色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是一大创

新，具有鲜明的 21世纪的时代特征。其实，在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

中，就有“恢复原状”这一项，也就是说，可以要求破坏环境的人以恢复原状的方式承担

民事责任。这就是绿色原则的具体体现。 

   三、保护的时间跨度：从摇篮到坟墓 

  第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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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第一百八十五条 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专家解读】 王轶：民法对人的关怀不仅是从摇篮到坟墓，贯穿人的一生，还延展到

人的生前死后。从出生前还是胎儿时，其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等利益就受民法总则的保

护。比如，在分割遗腹子父亲的遗产时，应该为遗腹子留有份额。而人去世后，其姓名、

肖像、名誉、荣誉，仍会受保护。现实中，侵害英雄烈士等逝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

誉的行为时有发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反映强烈，因此民法总则特别规定，这种侵

害行为应该承担民事责任。 

   四、8 岁就能独立买东西 

  第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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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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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解读】 王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儿童的认知水平比 30年前民法通

则制定时，有了显著提高，独立意识更强。为了尊重儿童的独立意愿，让他(她)们适度参

与社会生活，同时维护交易秩序和安全，有必要适当降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

限。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可以独立获得不附义务的赠与，也可以从事买作业本、交学

费、借书等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五、监护人可遗嘱指定 

  第二十九条 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护人的，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 

  第三十条 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可以协议确定监护人。协议确定监护人应当尊重

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专家解读】 苏泽林：“遗嘱指定”和“协议确定”监护人是民法总则的一大创

新。父母在身患疾病时，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的形式，安排好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后

事，以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当前，离婚现象普遍，父母在离婚时，可以通过协议确定谁

做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但必须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 

   六、村委会也是特别法人 

  第九十六条 本节规定的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

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为特别法人。 

   【专家解读】 吕忠梅：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是民法总则

的一大亮点，与民法通则有显著不同。其中“特别法人”是民法总则的一大创新。在我



国，政府机关、村委会、居委会对外签合同的情况很多，如果不赋予它们法人地位，对它

们参与民事活动是十分不利的，对交易秩序和安全也带来很大不确定性。因此，通过“特

别法人”的制度设计，赋予这些组织法人地位，有助于它们依法参与民事活动，独立承担

责任。 

   七、个人信息禁止非法买卖 

  第一百一十一条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

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

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专家解读】 王轶：信息时代，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人肉搜索”和因个

人信息泄露导致的网络电信诈骗频发，应该加强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民法总则的这一

规定，强调了个人信息的取得必须依法，安全必须确保，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了制度安

排，回应了社会问题，是民事立法的一个进步。 

   八、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 

  第一百二十七条 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专家解读】 苏泽林：年轻人玩网络游戏时，会产生网络虚拟财产，它们在网络空

间中是有“价值”的，有的还能“交易”，变为现实生活中的财产。 

   对这些财产要不要保护，过去，有较大争议，但随着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种类越来

越多、数量越来越大，对其保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民法总则保持了开放性，明确法律对

这些财产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样做，为将来的立法留足了空间，也为数据、网

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提供了上位法依据。 

   九、“好人法”保护见义勇为 

  第一百八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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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八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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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解读】 王轶：这两条被称为“好人法”，直面当前的社会问题。 



   近年来，因诚信缺失和保障不力，不敢见义勇为、不敢做好人困扰着人们。这两条

规定，打消了人们的顾虑，一方面，做好事受损失，可以从受益人处得到补偿;另一方面，

做好事时造成受助人损害，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可以鼓励更多人做好事。 

   十、 诉讼时效延长到 3 年 

  第一百八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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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九十一条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

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专家解读】 吕忠梅：民法总则将一般诉讼时效从两年延长到三年，有利于权利保

护。现实中，因错过诉讼时效导致讨债难的情况较多，给不诚信的人留下了空间，延长诉

讼时效，可以更好地避免因错过诉讼时效而失去胜诉机会的情况发生。对未成年人遭受性

侵害的诉讼时效作出特别规定，是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有利于他们维权和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