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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何以为典

需要具备许多条件，最主要的包括

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强有力的党

的领导，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到一定

程度，以及法学实践有了相当丰厚

的积淀。

“真理会越辩越明，法学体

系的成熟还需要实践的积累，之前

几次民法典的编纂，在不少问题上

学者们的讨论非常激烈，也代表了

那个时期社会上不同思想的交锋。

中国只有发展到了当下这个时代，

才具备了民法典颁布的所有必需条

件。”金平说。

2014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通过《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明确

提出“编纂民法典”。

所谓“编”，就是

要将既有的物权、

合同、人格权、婚

姻家庭、继承、侵

权责任等民事法律

和制度进行系统整

理、统合；所谓“纂”，

就是要结合我国改

革开放实践中出现

的各种新情况、新

问题，确立新的制

度。编纂是在总结

现行立法和司法经

验的基础上，进行

必要的制度完善、

设计和创新。为此，

习近平总书记更是

亲自部署、亲自推

动，对编纂和实施

民法典工作任务提

出明确要求。

2015 年 3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启动民法典编纂工

作，着手第一步的民法总则制定工

作。通过“两步走”的方式，第一

步先出台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编

纂的开篇之作，为民法典编纂奠定

了坚实基础；第二步，编纂民法典

各分编，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和

修改完善后，再与民法总则合并为

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案。不过具体

操作中，并非绝对分成两大阶段，

而是有先有后，两步交叉进行。

历经５年多时间，2019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由民法

总则与经过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

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并形成的民

法典草案，并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合体”的完整版民法典草案首次

展现在世人眼前。

2020 年 5 月 28 日，习近平主席

签署第四十五号主席令：《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已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于2020年 5月 28日通过，

现予公布，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至此，民法典编纂任务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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