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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立足当下国人分享的价值共识ꎬ 对于人类所面临的

一系列基本问题表明了看法ꎮ 这些基本问题主要包括如何看待人、 如何看待家、 如何看待社

会、 如何看待国家、 如何看待人类、 如何看待自然等ꎬ «民法典» 在回答这一系列基本问题的

过程中ꎬ 其立法思想充分展现出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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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ꎬ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

议以 ９９ ８％的高票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以下简称 «民法典»)ꎬ 这体现出我们

国家和民族凝聚共识的能力ꎬ 而这种能力是一个

国家、 一个民族软实力的核心ꎮ 当然ꎬ 在成文法

的法律传统之下ꎬ 并不要求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必须起草或者编纂一部 «民法典»ꎮ 当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决定要进行 «民法典» 编纂的时候ꎬ 一

定是想借助 «民法典» 表达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对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看法ꎮ 人类所

面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ꎬ 其核心主要包括: 如何

看待人? 如何看待家? 如何看待社会? 如何看待

国家? 如何看待人类? 如何看待自然? «民法典»
也正是对这一系列基本问题表达看法的过程中ꎬ
回答了 “中国之问” 和 “时代之问”ꎬ 展现了其

立法思想ꎮ

一、 «民法典» 如何看待人

如何看待人ꎬ 这是在成文法的法律传统之下ꎬ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要进行 «民法典» 编纂时首

先要回答的问题ꎮ 制定于近代的那些具有世界性

影响的 «民法典»ꎬ 以及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阶

段制定颁布的一系列民事基本法和单行的民事法

律ꎬ 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国家和民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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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时期的发展目标所限ꎬ 当时对人的定位ꎬ 主

要是期待人能够成为推动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主

体ꎮ 通过新中国成立后几代人接续不断的奋斗和

努力ꎬ 当下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都已经得

到稳定而有效的解决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ꎬ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

盾ꎮ 基于时代背景的这种变化ꎬ 我国 «民法典»
对人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 重大的改变: 人

首先是被定位为推动和实现自身自由和全面发展

的主体ꎬ 其次才是实现国家和民族所追求的其他

发展目标的主体ꎬ 这在 «民法典» 中有相当全面

和广泛的体现ꎮ
«民法典» 总则编第 ２ 条是关于民法调整对

象的规定ꎬ 其明确了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

人、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

系”ꎮ 这种法律表达ꎬ 与 １９８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颁布、
１９８７ 年 １ 月 １ 日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 (以下简称 «民法通则») 不尽相同ꎮ «民法

典» 总则编第 ２ 条将人身关系置于财产关系之

前ꎬ 而 «民法通则» 第 ２ 条则是将财产关系放在

人身关系的前面ꎮ 这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法律表述

上的改变和调整ꎬ 而是一个在法律理念上的重要

改变和调整ꎮ 以佟柔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民法学

家提出并精彩阐释的商品经济民法观ꎬ 其核心内

容为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ꎬ 中国要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ꎬ 就不能没有民法ꎮ①商品

经济民法观为 «民法通则» 的顺利出台奠定了理

论基础ꎬ 也为民法学科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理论

依据ꎮ 在商品经济民法观指引下制定和颁布的

«民法通则»ꎬ 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阶段的时代背

景相契合ꎬ 而当时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讲ꎬ 吃饱穿

暖是最迫切、 最现实的需求ꎮ 以此为前提ꎬ 平等

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民法调整优先于人身关系的

民法调整ꎬ 符合大多数中国人在那个阶段的价值

共识ꎮ
与 «民法通则» 相较ꎬ «民法典» 编纂的时

代背景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ꎮ 在 ２１ 世纪第二

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的交汇期ꎬ 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是这个时代最为核心和关键的内容ꎬ 已经

从吃饱穿暖转变为对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的追求ꎬ
«民法典» 相应地将人文关怀的理念放在最为首

要和核心的地位来对待ꎮ 秉承人文关怀理念ꎬ 将

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全面确认和保障放在更为

优先的地位ꎬ 才更加吻合当下大多数中国人所分

享的价值共识ꎮ② «民法典» 对民法调整对象所做

出的规定就是这一价值共识的体现ꎮ 与此相呼应ꎬ
«民法典» 总则编民事权利一章ꎬ 也是首先申明

对人身权益的确认和保障ꎬ 然后才是确认、 保障

民事主体财产权益的法律规定ꎮ 这也是 «民法

典» 对人的看法的法律表达ꎮ
当然ꎬ 在 «民法典» 如何看待人的问题上ꎬ

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其在编排体例上的一个重大创

新———人格权独立成编ꎮ 在人格权编中ꎬ 不仅对

民事主体ꎬ 尤其是自然人的生命权、 身体权、 健

康权、 姓名权、 肖像权、 名誉权、 荣誉权、 隐私

权等人格权进行确认和保障ꎬ 也对个人信息以及

其他与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有关的人格利益进行

相应的确认和保障ꎬ 这在 «民法典» 人格权编关

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中有明晰体现ꎮ 人格权独

立成编ꎬ 作为立法机关最终选定的立法技术方案ꎬ
意在集中表达 «民法典» 对民事主体ꎬ 尤其是自

然人人格权益确认和保障的重视ꎮ 迄今为止的人

类生活经验表明ꎬ 只有自然人的人身自由和人格

尊严得到了充分的认可和尊重ꎬ 推动实现人的自

身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目标才有可能得以实现ꎮ
与此相关ꎬ 在 «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中还有

关于自甘风险的规定ꎮ 设定自甘风险规则ꎬ 是鼓

励人们去进行探索创新ꎬ 甚至进行合理范围内的

冒险ꎮ «民法典» 希望每个个体都是生机勃勃的

生命和主体ꎬ 这就是 «民法典» 对人的看法ꎬ 它

体现着我们国家和民族对当今整个人类所面临的

最为基本的问题的看法ꎮ

二、 «民法典» 如何看待家

无论何时ꎬ “家” 都是人最为基本的存在形

式ꎬ 是人彼此间协同、 合作、 容忍、 尊重的生活

单元ꎬ 是每个人的存在之根ꎬ 是社会得以稳定存

续和有效运转的基石ꎬ 对中国人具有异乎寻常的

意义和价值ꎮ③个体工商户、 农村承包经营户在中

国的广泛存在和蓬勃发展也表明ꎬ 家在中国还可

以成为生产经营的基本单元ꎮ
«民法典» 从总体上郑重承诺 “婚姻家庭受

国家保护”ꎬ 而其具体表达的对家的看法ꎬ 可以

分成两个方面ꎮ 第一个方面ꎬ «民法典» 回答了

家是什么ꎮ 这一点ꎬ 在 «民法典» 多个条文中都

能够找到相应的答案ꎮ 中国人心目中的家ꎬ 跟世

界上很多国家和民族对家的看法显然不尽相同ꎮ
中国人所理解的家ꎬ 不仅是夫妻双方ꎬ 不仅是三

口之家或者四口之家ꎬ 祖父母、 外祖父母、 孙子

女、 外孙子女、 兄弟姐妹甚至兄弟姐妹的子女ꎬ
都是家的成员ꎮ «民法典» 继承编明确被继承人

１１



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ꎬ 由被继承人的

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ꎮ 这就表明ꎬ 兄弟姐妹

的子女也是这个家的成员ꎮ 在 «民法典» 婚姻家

庭编关于家庭关系的规定中ꎬ 除了对夫妻关系做

出规定外ꎬ 对父母、 子女等近亲属的关系也做了

专门的回应ꎮ 这就是中国人对家的看法ꎬ 中国人

的家ꎬ 既是家庭ꎬ 又是家族ꎮ 第二个方面ꎬ «民
法典» 规定了如何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ꎮ
«民法典» 开宗明义ꎬ 明确宣示 “家庭应当树立

优良家风ꎬ 弘扬家庭美德ꎬ 重视家庭文明建设ꎮ”
在 «民法典» 总则编和各分编中都有更为具体的

规则来表达如何协调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看法ꎮ
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中ꎬ 列专门一章对家庭

关系进行调整ꎬ 首先回答如何协调夫妻关系ꎮ 夫

妻应当是这个世界上联系最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ꎮ
举例来说ꎬ 就夫妻之间工资条是否可算作私密信

息这个问题ꎬ 如果夫妻实行共同财产制ꎬ 任何一

方的工资条都不应当属于私密信息ꎬ 因为在夫妻

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工资收入ꎬ 是夫妻共同财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但如果夫妻双方约定采取分别

财产制ꎬ 那么工资条在夫妻之间就可能构成私密

信息ꎬ 属于隐私权保护的对象ꎮ 当然ꎬ 法律也鼓

励夫妻之间构建更为坦诚、 更为密切的一种生命

上的关联ꎬ 就算采取夫妻分别财产制ꎬ 夫妻的一

方完全可以向另外一方公开自己的工资条ꎬ 跟自

己的配偶分享自己的工资收入情况ꎬ 只是这要取

决于个人的意愿ꎮ
此外ꎬ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对夫妻共同债

务认定的规定ꎬ 体现了中国人分享价值共识的结

论ꎬ 主要包括三项内容: 如果是夫妻双方共同签

名认可ꎬ 或者虽然只有夫妻一方签名ꎬ 但另一方

事后进行追认ꎬ 或者以其他方式表明由夫妻双方

共同负担债务的意愿ꎬ 该债务当然属于夫妻共同

债务ꎻ 如果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负债ꎬ 但该债务

服务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ꎬ
同样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ꎻ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

义所负的债务ꎬ 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ꎬ 即使是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ꎬ 通常也不能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ꎮ 这样的规则同样是对夫妻关系进行协调

的重要法律规则ꎮ
对于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ꎬ «民法典» 在总

则编、 婚姻家庭编也都表明了进行积极调整的立

场和态度ꎮ 在总则编有关监护制度的规定中ꎬ 明

确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 教育和保护的

义务ꎬ 而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 扶助和保护

的义务ꎬ 这就是中国人 “父慈子孝” 传统观念的

体现ꎬ 是中国人通过传统观念对家和家庭成员之

间的关系进行调整并在法律上的直接体现ꎮ 当然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下的 “父慈子孝” 与封建

社会时代的 “父慈子孝” 有着本质的区别ꎬ 因为

前者承认每个家庭成员的独立人格ꎬ 承认每个家

庭成员的平等地位ꎬ 承认每个家庭成员的自由意

志和人格尊严ꎮ 这在 «民法典» 关于监护人履行

监护职责时的行为准则中有所体现: 如果对未成

年人进行监护ꎬ 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涉及未成年

人利益的ꎬ 要尊重未成年人的真实意愿ꎮ 在成年

监护制度中ꎬ 监护人要最大程度地尊重被监护人

的意愿ꎮ 对于作为被监护人的成年人能够独立处

理的事项ꎬ 监护人不得干涉ꎮ
对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ꎬ «民法典» 也做

了明确的回应ꎮ 在 «民法典» 继承编中ꎬ 不仅兄

弟姐妹可以成为法定继承人ꎬ 兄弟姐妹的子女还

可以基于代位继承制度ꎬ 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ꎮ
对于祖父母、 外祖父母、 孙子女、 外孙子女之间

的关系ꎬ «民法典» 同样在婚姻家庭编做了回应:
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 外祖父母ꎬ 对于父母已经

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 外孙子

女ꎬ 有抚养的义务ꎻ 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 外孙

子女ꎬ 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的祖

父母、 外祖父母ꎬ 有赡养的义务ꎮ 这些规定意在

强调要尊老扶幼ꎬ 要尊重年事已高的老人ꎬ 要爱

护尚在幼年的孩童ꎬ 这就是 «民法典» 对于家庭

成员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回答ꎮ
同时ꎬ 在 «民法典» 总则编中还有一项规则

值得注意ꎬ 即请求支付抚养费、 赡养费、 扶养费

的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ꎮ 这三种请求权是

典型的债权请求权ꎬ 若按照诉讼时效制度适用的

正当性依据ꎬ 它们应当适用诉讼时效ꎮ 但是ꎬ 家

是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和细胞ꎬ 家庭关系不同于通

常情形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ꎬ «民法典»
对家的成员间关系所进行的法律调整ꎬ 区别于对

社会普通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法律调整ꎮ
在此次 «民法典» 草案进行审议的过程中ꎬ

还有一个引起热议的话题ꎬ 那就是协议离婚制度

中的冷静期制度ꎮ 尽管存在一些反对的声音ꎬ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中仍然保留了冷静期制

度ꎬ 也正是因为考虑到家对于每个中国人存在着

异乎寻常的特殊意义和价值ꎮ 从古代 “格物致

知” “诚意正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观

念ꎬ 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ꎬ 都反映出家

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和单元的重要意义ꎮ 没有

家的和谐和稳定ꎬ 何谈社会的和谐和稳定ꎻ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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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和谐和稳定ꎬ 又何谈个人的自由与发展ꎮ
因此ꎬ «民法典» 重视家的价值ꎬ 希望家能够在

社会秩序的构建和稳定上继续发挥关键性和基础

性作用ꎮ

三、 «民法典» 如何看待社会

«民法典» 对如何看待社会的回答ꎬ 包括两

个重要方面: 一是今天我们究竟身处什么样的社

会ꎻ 二是我们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采

用什么样的法律调整规则ꎮ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ꎬ 广义的社会是包括家在

内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ꎬ 狭义的社会是

家庭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ꎮ 这里讲

如何看待社会ꎬ 主要是指家庭之外的人与人之间

交往关系的总和ꎮ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ꎬ
总是在一个历史的大幕之下展开的ꎬ 面对着方兴

未艾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ꎬ 所有中国人

应该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ꎬ 那就是人类又到了一

个重要的文明转型期ꎬ 正在从工业文明迈向信息

文明ꎬ 这就是我们所身处的时代ꎬ 也是我们所处

的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ꎮ «民法典» 对此有充分

的估计和认识ꎬ 并且立足中国人今天所分享的价

值共识ꎬ 做了及时和全面的回应ꎮ
«民法典» 总则编明确规定ꎬ 法律对数据、

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ꎬ 依照其规定ꎮ 数

据、 网络虚拟财产是信息文明的产物ꎮ 当人类从

工业文明迈向信息文明阶段的时候ꎬ 随着网络信

息技术的高速发展ꎬ 海量的数据化信息被不停地

生产、 收集、 存储、 整理与使用ꎬ 人类由此进入

了大数据时代ꎮ④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ꎬ 成为两种

日益重要的财产类型ꎮ 如果说工业文明阶段的能

源是煤炭和石油的话ꎬ 在人类的信息文明阶段ꎬ
能源就是数据ꎮ 而且ꎬ 数据不仅仅是可以与煤炭、
石油并肩的一种新型的 “能源”ꎬ 而且它有自身

的特性: 数据可以复制、 共享ꎬ 数据的使用会催

生更多的数据ꎬ 这是一个会随着人类的活动逐步

扩大自身体量的新型 “能源”ꎮ «民法典» 总则编

肯定了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民事客体地位和财

产属性ꎮ «民法典» 继承编增设的遗产管理人制

度ꎬ 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ꎬ 当被继承人留下

的遗产中有网络虚拟财产权利和数据权利的时候ꎬ
如果能够以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通道ꎬ 引入专业

机构和专业人士ꎬ 参与遗产的管理和分配ꎬ 遗产

继承的进程可能会更加顺畅ꎮ
«民法典» 总则编第五章民事权利部分对于

自然人的个人信息保护做了初步回应ꎬ 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ꎬ 应当依法取

得并确保信息安全ꎬ 不得非法收集、 使用、 加工、
传输他人个人信息ꎬ 不得非法买卖、 提供或者公

开他人个人信息ꎮ 这也是对人类从工业文明迈向

信息文明阶段提出的新问题和新要求所做的回应ꎬ
是对今天人类身处什么样的社会阶段所做的回应ꎮ
«民法典» 合同编专门设计了电子合同的订立规

则和履行规则ꎬ 其中ꎬ 通过在线传输的方式进行

交付的ꎬ 标的物进入指定的接收系统并且能够检

索识别的时间ꎬ 即为标的物交付的时间ꎬ 这是

«民法典» 对新的文明阶段所产生的新型交付方

式的回应ꎮ «民法典» 人格权编也对人类今天所

处的社会阶段做了准确的判断和及时的回应ꎮ 在

信息文明时代ꎬ 在互联网、 大数据、 云计算的背

景下ꎬ 应当把个人信息保护放在一个相当突出和

重要的位置去予以关照和回应ꎮ «民法典» 人格

权编对信息文明时代出现的 ＡＩ 换脸技术带来的社

会问题ꎬ 从保护肖像权的角度做了回应ꎬ 强调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信息技术手段通过伪造

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ꎻ 还明确了对自然人声

音的保护ꎬ 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ꎮ 这

些都是人类进入到一个新的文明阶段才会有也应

该有的规则ꎮ «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完善了网络

侵权的相关法律规则ꎬ 也是因为当人类从工业文

明迈向信息文明的时候ꎬ 网络侵权已经成为困扰

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侵权类型ꎮ
«民法典» 如何看待社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ꎬ

就是 «民法典» 如何对家庭之外的人与人之间的

社会交往关系确立调整规则ꎮ «民法典» 被誉为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ꎬ 从这个名称就可以看

出ꎬ 对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确立协调规则

是 «民法典» 承担的最为核心和关键的一项使

命ꎮ «民法典» 总则编在民法的基本原则中确定

了自愿原则ꎬ 且让自愿原则在各项民法的基本原

则中处于最为核心和关键的地位ꎬ 这就意味着对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ꎬ 如果只涉及民事主

体之间私人利益关系安排的话ꎬ 应当充分尊重他

们平等协商、 自主决定得出的结论和所做的安排ꎮ
例如ꎬ «民法典» 物权编在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

有权制度中ꎬ 就商品房小区内业主与业主关系的

处理ꎬ 以及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

之间关系的处理ꎬ 都秉承业主自治原则ꎮ 业主自

治是社会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ꎬ 其意味着: 凡涉

及业主与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安排的事项、 业主与

物业服务企业之间利益关系安排的事项、 商品房

小区中公共事务处理所涉及的事项ꎬ 都由业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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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参与表决形成决议的方式来做相应的决定ꎮ 对

应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确立的规则ꎬ
«民法典» 物权编适当降低了业主参与表决做出

决议的门槛ꎬ 乃是希望业主自治能够更容易、 更

便利地得以实现ꎮ 业主积极参与小区公共事务ꎬ
是人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具体表现方式ꎮ 只有

对小区的公共事务关心了ꎬ 才会对社会公共事务

保持着一份积极参与的态度ꎬ 才会去关心社会公

共事务ꎬ 每一个个体才会成为更具社会责任感

的人ꎮ
«民法典» １２６０ 个法律条文中ꎬ 绝大多数条

文是对民事主体之间私人利益关系的协调和安排ꎬ
尊重当事人的自主决定ꎬ 允许当事人经过特别约

定排除法律规定的适用ꎮ «民法典» 中诸如此类

的表达: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当事人另有

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ꎬ 就是尊重当事

人意愿的具体体现ꎮ⑤

除此以外ꎬ 平等原则、 公平原则、 诚信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等ꎬ 也都是 «民法典» 对人与人之

间的社会交往进行协调、 要求交往主体应当遵循

的基本准则ꎮ «民法典» 合同编认可了之前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法释 〔２００９〕 ５
号) 中所确认的情势变更制度ꎬ 并进一步拓展了

其适用范围ꎮ 情势变更制度跟社会每个人的生活

工作都有关联ꎬ 以仍在全球范围内肆虐的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ꎬ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本

身及其防控措施或者应急处置措施会对通过合同

进行社会交往的当事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ꎬ 其中

就可能包括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义

务变得异常艰难ꎬ 如果继续按照原来的约定履行

合同ꎬ 对其来说显失公平ꎮ 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形ꎬ
«民法典» 在合同编情势变更制度中作出的回答

是ꎬ 给予陷入履行艰难的当事人一个与对方当事

人重新协商和谈判的机会ꎬ 如果对方不愿意谈判ꎬ
或者虽然同意谈判但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ꎬ 陷于

履行困难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

构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做变更ꎬ 或者根据当

事人的请求解除合同ꎬ 这就涉及公平原则的具体

适用ꎮ 这是 «民法典» 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行

协调的一项具体规则ꎬ 其背后折射出社会交往中

人与人之间不应该是锱铢必较的利益对立方ꎬ 而

应当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立法理念ꎮ 所以ꎬ
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然来临时ꎬ 当事人要

去共担损失和风险ꎬ 这就是情势变更制度的初衷

和意旨所在ꎮ

四、 «民法典» 如何看待国家

在实现世界大同之前ꎬ 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

生活在一个特定的民族国家之中ꎮ «民法典» 如

何看待国家这个问题的核心是: 国家何时能够动

用公权力介入私人的社会交往ꎬ 以及当能够动用

公权力介入私人的社会交往时ꎬ 采用的介入措施

应当遵循何种准则? 从 «民法典» 总则编和各分

编所确立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中可以看出ꎬ
«民法典» 就如何看待国家表达了一个鲜明的立

场和态度ꎬ 即当国家无须出场时ꎬ 国家不得越位ꎻ
当国家必须出场时ꎬ 国家不得缺位ꎮ

关于国家无须出场时不得越位ꎬ 可以结合

«民法典» 总则编第 １５３ 条的规定来展开论述ꎮ
该条第 １ 款确认ꎬ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ꎮ 但是ꎬ 该强制性规

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ꎮ” 依据广

泛分享的法律共识ꎬ 强制性规定一定都担负着确

认、 保障和维护公共利益的使命ꎬ 而强制性规定

所确认、 保障和维护的公共利益中ꎬ 很重要的一

项就是国家利益ꎮ «民法典» 第 １５３ 条第 １ 款的

规定表明ꎬ 如果民事主体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违反了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ꎬ 这就意味

着它有可能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ꎬ 此时国家

就可以动用公权力干涉社会主体之间的社会交往ꎮ
但只有在当事人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时ꎬ 才能依据这一款规定

动用国家公权力干涉社会主体之间的社会交往ꎬ
否则就属于越位出场ꎮ 同时ꎬ 当能够动用国家公

权力干涉社会主体之间的社会交往的时候ꎬ 还必

须要秉承 “手段和目的相称” 的法治原则ꎬ 即便

是属于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ꎬ 还应

考虑是否属于 “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民事法律行

为无效的除外” 的情形ꎮ⑥ 有些时候ꎬ 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ꎬ 动用国家公权力干涉社

会主体的社会交往ꎬ 未必是通过认定民事法律行

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无效的方式ꎬ 而是通过行政处

罚或者刑罚处罚的方式来进行干涉ꎬ 这就是 “手
段和目的相称” 的比例原则的要求ꎮ

国家动用公权力介入私人的社会交往ꎬ 需要

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的理由ꎬ 并需要设置明确的法

律依据ꎮ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就是一个足够

充分且正当的理由ꎮ⑦例如在 «民法典» 物权编有

关征收的规定中则明确ꎬ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ꎬ
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ꎬ 可以动用国家公权

力去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组织、 个人的房屋以

４１



及其他不动产ꎮ
关于国家必须出场的时候不得缺位ꎬ 在 «民

法典» 中也有多处体现ꎮ 在特定情形下ꎬ 民政部

门担任临时监护人、 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

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等ꎬ 都是国家服务于

人民ꎬ 关键时刻必须出场的具体例证ꎮ 如果监护

人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监护职责ꎬ 严重损害被

监护人合法权益的ꎬ 民政部门可以通过提起诉讼

的方式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ꎮ 民政部门的行动ꎬ
就是在动用国家公权力积极主动地保障那些应受

法律特别保护的弱势群体的利益ꎮ 此外ꎬ 高空抛

物致人损害中ꎬ 确定明确的加害人往往相当困难ꎬ
«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明确要求公安等国家机关

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ꎬ 及时调查ꎬ 查清责任人ꎮ
这也表明为了维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ꎬ 国家在

需要为民事主体提供服务和帮助时ꎬ 必须出场ꎬ
不能缺位ꎮ

五、 «民法典» 如何看待人类

«民法典» 相对于 «民法通则»ꎬ 在概念的使

用上有一个重要的改变ꎬ 那就是在民事主体的指

称上ꎬ «民法通则» 使用了 “公民” 或者 “公民

(自然人)” 的表述ꎬ 而 «民法典» 自始至终使用

的都是 “自然人”ꎮ 一般来讲ꎬ 公民是指具有一

国国籍的人ꎬ 而自然人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人ꎬ
是指作为物种的 “类” 的人ꎮ «民法典» 没有使

用 “公民” 或者 “公民 (自然人)”ꎬ 而是直接

使用 “自然人”ꎬ 这是因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都要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这部 «民法典»ꎬ 而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领域内实施民事活动不仅限于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籍的人ꎬ 还包括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ꎮ «民法典» 对人类的看

法ꎬ 由此可见端倪ꎮ 当然ꎬ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

适用法» 会在 «民法典» 之外就自然人的民法适

用发挥更为具体的作用ꎮ
更重要的是ꎬ «民法典» 总则编第 １ 条规定ꎬ

«民法典» 是依据 «宪法» 制定的ꎮ 而我国 «宪
法» 已经郑重地承诺要致力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

体ꎬ «民法典» 当然要服从并服务于致力于建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ꎮ 因此ꎬ «民法典» 对自

然人所确立的法律调整规则中包含着对建构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一系列构想ꎬ 反映出中国人站在 ２１
世纪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的交汇期所表达的对人

类的看法ꎬ 其中蕴含着诸多对人类社会的共识ꎬ
这对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讲ꎬ 具有异乎寻常

的重要意义和价值ꎮ 当有一天ꎬ 人不再以肤色、
以民族、 以国籍、 以信仰来进行区分的时候ꎬ 那

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完成的那一天ꎮ 对于

«民法典» 每一个条文所进行的法律解释ꎬ 都应

该尽可能地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ꎬ 去把握

它的含义ꎬ 做出相应的解答ꎮ

六、 «民法典» 如何看待自然

在人类所面对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中ꎬ 还有一

个至关重要的问题ꎬ 那就是如何看待自然ꎮ 在

１８０４ 年的 «法国民法典» 和 １９００ 年的 «德国民

法典»ꎬ 以及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一系列

民事基本法和单行民事法律中ꎬ 人和自然的关系ꎬ
就是主体和客体、 征服者和被征服者、 改造者和

被改造者之间的关系ꎮ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ꎬ 当中国人站在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和第三

个十年的交汇期的时候ꎬ 对自然的看法理当有所

改变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ꎬ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ꎬ 必须树立和践行 “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ꎬ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基本国策ꎮ⑧其所表达的就是当下中国人

对自然的看法ꎮ 这种对自然的看法ꎬ 在中国的文

化传统中有深厚的根基ꎮ 在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

境界说中⑨ꎬ 最低一个层次的人生境界是自然境

界ꎬ 这是一个对人生并无觉解ꎬ 或不甚觉解的境

界ꎬ 人只是顺着本能或风俗习惯做事ꎻ 再高一个

层次的是功利境界ꎬ 这是一个对人生有所觉ꎬ 认

识到应满足自我需要的一种人生境界ꎻ 更高一个

层次的是道德境界ꎬ 人了解到社会的存在ꎬ 意识

到其是社会的一员ꎮ 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ꎬ 他是

这个整体的一部分ꎮ 有这种觉解ꎬ 他就会为社会

的利益做各种事ꎬ 或如儒家所说ꎬ 他做事是为了

“正其义不谋其利”ꎮ 道德境界是一个脱离了 “小
我”ꎬ 开始关注 “大我” 的境界ꎬ 从爱自己变成

还要去爱别人ꎬ 但是ꎬ 冯友兰先生告诉我们ꎬ 中

国人所追求的人生境界ꎬ 不是自然境界、 功利境

界和道德境界ꎬ 而是天地境界ꎮ 天地境界是人和

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境界ꎬ 是人和自然相伴相生、
互为伙伴的境界ꎬ 是一种不仅强调代际正义ꎬ 而

且强调种际正义的境界ꎮ
«民法典» 对自然的看法与天地境界有着密

切的关联ꎮ «民法典» 总则编第一章确认的基本

原则中ꎬ 郑重地写下了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

动ꎬ 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ꎬ 保护生态环境”ꎬ 这

就是绿色原则ꎮ 在 «民法典» 的分编中ꎬ 绿色原

则被进一步予以落实和体现ꎬ 如在 «民法典»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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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编中ꎬ 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ꎬ 应当遵守法律有

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的规

定ꎻ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ꎬ 要秉承绿色原则ꎻ
业主的相关行为应当符合节约资源、 保护生态环

境的要求等ꎮ 在 «民法典» 合同编的合同履行一

章中ꎬ 落实了基于绿色原则所产生的法定义务ꎻ
在买卖合同中一章中ꎬ 强调出卖人应当采取有利

于节约资源、 保护生态环境的包装方式ꎮ 在 «民
法典» 侵权责任编中ꎬ 对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的

侵权责任做了一体规定ꎬ 把生态修复明确认定为

是侵权责任承担方式的一种ꎬ 增加规定生态环境

损害的惩罚性赔偿制度ꎬ 并明确规定了生态环境

损害的修复赔偿规则ꎮ
除了前述这些直接规定的法律条文外ꎬ 绿色

原则其实已经深深渗透到 «民法典» 的每一个法

律条文中ꎬ 当运用文义解释、 体系解释、 历史解

释、 目的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确定 «民法典» 相

关法律条文含义的时候ꎬ 绿色原则都应当是一项

重要的考量因素ꎮ 当运用类推适用、 目的性扩张、
目的性限缩的方法进行法律漏洞填补的时候ꎬ 绿

色原则同样是重要的价值考量ꎮ

结语

«民法典» 对于如何看待人、 如何看待家、

如何看待社会、 如何看待国家、 如何看待人类、
如何看待自然等问题ꎬ 基于中国人所分享的价值

共识给出了答案ꎮ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

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

的ꎬ «民法典» “系统整合了新中国 ７０ 多年来长

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ꎬ 汲取了中华民族

５０００ 多年优秀法律文化ꎬ 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

设有益成果ꎬ 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 符

合人民利益和愿望、 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ꎬ
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 财产安全、 交易便利、
生活幸福、 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

法典ꎬ 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实践特色、 时

代特色的民法典ꎮ”⑩

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ꎬ 是在世界所有的民族

中唯一一个有着绵延长久但从未中断过文明史的

民族ꎬ 也是一个在人类法律文明史上曾经长期站

在世界最前沿的民族ꎮ 在 ２１ 世纪第二个和第三个

十年的交汇期ꎬ 我们立足中国人所分享的价值共

识所编纂的这部 «民法典»ꎬ 表明了对人类所面

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看法ꎮ 这样的一部 «民法

典»ꎬ 一定会在世界 «民法典» 之林中占据一席

之地ꎬ 获得应有的尊重和承认ꎮ 通过 «民法典»
的编纂ꎬ 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再次站在人类法律文

明的最前沿ꎮ

① 佟柔、 王利明: «我国民法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发展与完善»ꎬ «中国法学» １９８５ 年第 １ 期ꎮ
② 王利明: «民法的人文关怀»ꎬ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ꎮ
③ 张龑: «何为我们看重的生活意义———家作为法学的一个基本范畴»ꎬ «清华法学»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ꎮ
④ 程啸: «论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权利»ꎬ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ꎮ
⑤ 王轶: «论合同法上的任意性规范»ꎬ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ꎻ 王轶: «论倡导性规范»ꎬ «清华法学» ２００７ 年

第 １ 期ꎮ
⑥ 关于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问题的详细研究ꎬ 参见王轶: «行政许可的民法意义»ꎬ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ꎮ
⑦ 关于公共利益的具体认定ꎬ 参见王轶、 关淑芳: «认真对待民法总则中的公共利益»ꎬ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 年

第 ４ 期ꎮ
⑧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ꎬ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ꎬ 新华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２７ / ｃ＿ １１２１８６７５２９.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ꎮ

⑨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３２０ － ３２３ 页ꎮ
⑩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 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ꎬ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９ 日ꎬ 新华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２９ / ｃ＿ １１２６０５１６４５.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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