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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与生活同行的《民法典》
王  天

北京产权交易所 北京 100038

摘  要：《民法典》的内容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反映着民众最迫切的需求，保护着民众的合法权益。本文通过介绍《民法典》

中与民众生活有关的十大规定，旨在从多角度宣示《民法典》对于民事主体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各项权利义务，更好了解研

究其立法目的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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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法典》——“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2020年 5月 23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并于 2021年 1月 1

日起正式施行。《民法典》分为七编和附则，共计 1260条，

其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因为与民众最关心、

最实际、最直接的人身、财产利益有着千丝万缕关系，

拥有着“入世”品性及独特的“烟火气”。通读《民法典》，

我们可以找到有关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衣食住行到生老

病死，从物权债权到婚姻家庭，大到人身权、财产权、

人格权的保护，小到小区电梯广告收益、个人信息收集、

高空抛物等。《民法典》将民众生活中关心的种种热点

难点予以解疑释惑，融入到生活的全过程中，用法治为

民众构筑稳稳的幸福。

2 《民法典》亮点解读
2.1下调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教育水平提高，现在儿童

的心智水平和发育情况，远高于以前同阶段水平。根据

长期调查研究分析，八周岁以上未成年人已可以独立判

断和实施某些民事行为。因此，《民法典》规定八周岁

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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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收红包”、“打

酱油”等活动，然而给游戏充值、给主播打赏的行为超

过其心智范围的，且监护人未同意，网络平台应当将钱

款退回。因此，《民法典》调整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年龄， 也可以更好地尊重此年龄段未成年人的自主意识，

保护其合法权益。

2.2见义勇为“不寒心”
近年来，我们经常能在新闻中看到见义勇为反被讹

的报道，好心救人最后却成为被告，使得很多人在做好

事前多了一层顾虑，“扶不扶”、 “救不救”困扰着民

众。《民法典》中规定侵权人和受益人的各自责任，同

时也明确见义勇为者依法不承担民事责任。“见义勇为”

条款的出台， 对于唤起社会良知，端正社会风气，引领

社会潮流，具有重要价值， 有助于减少今后社会中农夫

与蛇的故事，避免“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发生。

2.3 禁止高利放贷
经济的发展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催生出一些不良的

经济现象，如“校园贷”、“套路贷”等，高利贷问题

严重影响着经济质量，容易造成社会动荡引发社会危害。

因此，《民法典》中对借款合同的利率、支付利息等作

出明确规定，通过立法形式明确高利贷行为的违法性，

充分表明国家维护金融秩序、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决心，

鼓励投资实体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4小区共有场所收入归业主
我们经常能在小区的电梯中、外墙上看到各类商业

广告，这些广告收入归谁所有，以前的法律中规定的并

不明确。此次《民法典》中规定“建设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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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电梯

广  告收入，物业公司扣除合理成本后，剩下的钱应当

归业主所有。该条款的出台对于此类问题起到了定分止

争的作用，有效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

2.5对性骚扰严厉说“不”
女生在地铁、公交上遭遇“咸猪手”的事件屡见不鲜，

此外使用言语、文字、图像等方式在公共场所或私下实

施也时常发生。以前的法 律对性骚扰行为无明文规定，

导致性骚扰现象在各行各业都不乏存在， 而且性骚扰行

为较为隐秘且涉及个人隐私，往往导致受害人难以维权， 

加害人逍遥法外。《民法典》明文规定男女均为法律保

护的对象，此 外还明确性骚扰行为方式、责任归属等，

通过法律手段遏止性骚扰行 为的发生。

2.6个人信息的保护
我们处在数字化时代，几乎每天都会遇到广告推销、

电信诈骗等情况，更有甚者会被卷入人肉搜索的漩涡中，

其实这些都与个人信息的泄露有关。如何保护个人隐私

及个人信息这类人格权益，是法律所面临的重要议题。

《民法典》明确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界定，同时规定

个人信息使用的规则，让个人信息收集与使用有法可依，

对于过度搜集及滥用个人信息起到遏制的作用。

2.7 协议离婚需经过“冷静期” 
我国民事法律保护婚姻自由，自然包括离婚自由，

但是法律保护的离婚自由不是轻率离婚、冲动离婚。根

据新闻报道及相关统计显示， 很多夫妻之间的离婚决定

往往都是冲动性的，而且近年来我国很多地方结婚率持

续下降，离婚率逐年上升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正日益凸显。

《民法典》中给协议离婚设置冷静期，规定自婚姻

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

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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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

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

申请。离婚冷静期的设立可以为双方化解突发的矛盾创

造一个缓冲的空间，理想对待离婚，有利于降低离婚率，

既能增强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性，也是对社会负责任的

一种表现。

2.8界定夫妻共同债务 
离婚时，夫妻双方的债务应当如何认定？是共债共

签还是单方举债共同偿还？《民法典》吸收之前司法解

释的有效做法，结合实际情况，规定配偶的共同签署或

配偶的批准后债务和其他常识性债务，以及配偶的婚姻

状况关系在此期间，以个人名义欠家庭日常生活的债务

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在婚姻关系中，以个人名义超过

家庭日常需要的配偶债务，不是配偶的共同债务 ; 但是，

债权人可以证明债务用于夫妻生活，共同生产和经营，

或者以夫妻共同表达意愿的除外为基础。因此，夫妻债

务需“共债共签”，防止婚内一方“被负债”。

 2.9遗嘱形式多样化
以前我国的继承法中对于遗嘱的形式包括公证遗嘱、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和口头遗嘱。随着社会

和科技的发展，现实中使用打印和录像订立遗嘱已经极

为常见，但是打印遗嘱、录像遗嘱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民法典》根据实际需要作出回应，对打印遗嘱、录像

遗嘱效力做出界定，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

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

注明年、月、日；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

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

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通过确

立这两种遗嘱形式，填补立法空白，顺应科技进步及时

代发展需要。

2.10 守护“头顶上的安全”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城市中高楼林立，随之

而来的就是高层随意往外抛掷物品或者坠落物品，据了

解，一枚小小的鸡蛋，从几十米的高空坠落时，其产生

的冲击力足以杀死一个成年人，可以说高空抛物严重威

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如何守护“头顶上的安全”，《民法典》对此作出相应

规定，意味着高空抛物坠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如果不能

明确责任人，那该楼业主都有可能要被追偿责任。《民

法典》对高空抛物、坠物治理规则作了进一步完善，对

责任承担有了更明确的划分，对于高空抛物的受害者，

维权有了更清晰的主体，为受害者提供了“兜底”保障，

同时为补偿人进一 步追偿提供了法律依据。

3 结束语
《民法典》——“飞入寻常百姓家”民有所呼，法

有所应。《民法典》承载着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 将民

众生活中需要解决的疑点难点通过立法形式予以规范。

《民法典》深根于中国土壤，吸收着我国“治国有常，

而利民为本”这样的优秀法  制文化，同时借鉴吸收罗

马法为肇端渊源的民法法系及以法、德等国民法典为代

表的近现代民法精神，正确把握历史与现实、本土与移植、

传统与继承，博采众长、开拓创新，保证了民法典的质量。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在民法慈母般的

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民法典》作为人民权

利的宣言书，进一步完善美好生活的权利保障。《民法典》

坚持与时俱进的立法态度，紧扣社会时代与科技发展的

命脉，对于保护个人信息、网络虚拟财产、禁止高空抛物、

设立反霸座条款等作出明确规定，全面回应新时代人民

的法治需求。“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

跟随着身体一样”，贝卡利亚生动着诠释了法律与公民

需求的契合。同样，《民法典》也是反映着人民的意愿，

与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息息相关。当《民法典》“飞入

寻常百姓家”，用其各项条款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保

驾护航，让人民群众在民法典的庇佑下拥有更多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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