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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白阳）常言道：
“家和万事兴”。个人婚姻家庭关系的和
睦与否，与全社会的和谐稳定息息相关。
从注重“家风”建设，到加大权益保护力
度，即将提请全国人代会审议的民法典
草案，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进程中的重
要里程碑。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针对当前婚
姻家庭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对现行婚
姻法等规定作出修改和完善，回应了时
代需求与民众期盼，为塑造健康和睦的
婚姻家庭关系提供了强大的法律保障。

在传承中发展完善

我国婚姻家庭立法迄今已走过整整
70 年。随着时代变迁，婚姻家庭立法在
传承中不断发展完善。

1950 年，我国颁布的首部婚姻法
确立“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
平等”等原则，奠定了我国婚姻家庭立
法的基础；1980 年通过的新婚姻法将
“感情确已破裂”作为离婚的条件，进一
步明晰了“婚姻自由”概念和内涵；2001
年婚姻法大修，“禁止家庭暴力”“离婚
救济制度”等内容，强化了对婚姻家庭
中弱势群体的保护，是“男女权利平等”
理念的继续发展。

民法典编纂工作启动后，婚姻家庭编
草案有关内容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在
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多次审议、广泛征求
社会公众意见的基础上，婚姻家庭编草案
就有关条款不断进行修改。

完善婚姻撤销有关情形的规定、明
确夫妻共同债务范围、确立收养应当遵
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专家指
出，草案的数次修改，深刻体现了立法的
与时俱进、问题导向和对民意的尊重。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婚姻家庭
研究会副会长夏吟兰表示，从强调形式
平等到关注实质平等，再到关照弱势群
体利益，我国婚姻家庭立法不仅体现了
社会发展进步，还始终保持着对正确婚
恋家庭观念的引领。

注重调整婚姻家庭关系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的一大特
色，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事
法律规范，大力弘扬社会公德、家庭
美德。

现行婚姻法对一些处理夫妻关系和
家庭关系的基本原则进行了规定。婚姻家
庭编草案在此基础上，强调家庭应当树立
优良家风，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并对维护
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作出规

定。这是继 2017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写入民法总则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民法典的又一具体体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孙宪忠认为，树立优良家风入法，体现了

立法者对于婚姻家庭关系中道德伦理规
则的尊重，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整体提升。

婚姻的基础是爱情，真诚亦然。当婚
姻出现“二选一”的难题时，婚姻家庭编
草案体现出对当事人婚姻自主权的充分

尊重。
根据现行婚姻法，患有医学上认

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将禁止结婚。
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对方知情，是否
患有疾病并不必然会影响当事人的结
婚意愿。为此，婚姻家庭编草案规定，
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
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

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
姻。这样一来，是否选择结婚的主动
权，就掌握在当事人手中。

婚姻家庭编草案还提高了亲子关
系相关诉讼门槛，明确当事人需有“正
当理由”才能提起诉讼。北京理工大学
法学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表
示，这样规定是对家庭关系的谨慎维
护，避免仅凭捕风捉影提起亲子关系
诉讼，给家庭关系带来破坏。

树立保护家庭成员合法权

益的价值导向

在婚姻家庭类纠纷中，财产问题
往往是一大焦点。如何更好地维护家
庭成员合法权益？如何让无过错方的
经济损失降到最低？婚姻家庭编草案
树立了鲜明的价值导向。

根据现行法律，同居期间所得的财

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
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婚
姻家庭编草案则明确赋予了婚姻无效或
者被撤销的无过错方的索赔权。

“‘照顾无过错方’几个字过于抽
象，主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孟强表
示，增加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对司法实践的指引更为清晰，有利于惩
罚过错方。

此外，草案明确夫妻共同债务范
围，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更加严
格，并合理配置了举证责任，较好保护
了夫妻一方的合法财产权益。

草案还规定收养人不得有不利于
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明
确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
原则，对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的权益保障
更加周全。

专家建议，针对当前婚姻家庭中的
一些现实问题，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
还应继续细化，进一步维护家庭成员合
法权益。比如，当一方要隐藏、转移、变
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造成夫妻
共同财产严重损失的，另一方应有权要
求赔偿；再如，增加对配偶共同居住权
的限制规定，以防婚姻弱势一方因离婚
而无家可归。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加强保障“家和万事兴”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白阳）继承制度
是关于自然人死亡后财富传承的基本制
度，关系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完善遗赠扶养协议制度、修改口头
遗嘱效力、增加遗产管理人制度……专
家认为，即将提请全国人代会审议的民
法典继承编草案，更加符合公民处理遗
产的现实需要，有利于促进家庭和睦、推
进老龄产业发展。

满足多样化需求

我国现行继承法于 1985 年通过施
行。30 多年来，该法在妥善处理遗产继
承、避免或减少遗产纠纷等方面发挥了
积极作用。

然而，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自然人的合法财产日益增多，社
会家庭结构、继承观念等方面发生了新
变化，因继承引发的纠纷逐渐增多，情形
也越来越复杂。

从 2018 年 8 月民法典各分编草案
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到 2019
年 12 月“完整版”民法典草案在全国人
大常委会会议上亮相，民法典继承编草
案对现行继承法作出进一步修改完善，

特别是针对民众关心的遗赠扶养协议制
度等问题给予回应，体现了鲜明的时代
特色。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一
些空巢、孤寡老人的养老问题日益凸显，
“以房养老”等新型养老模式应运而生。
遗赠扶养协议制度让这类老人有了“老
有所依”的法律保障。

根据现行继承法，公民可以与扶养
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
人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
遗赠的权利。公民可以与集体所有制组
织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集体
所有制组织承担该公民生养死葬的义
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民法典继承编草案在此基础上扩大
了扶养人的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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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
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这
意味着，社会化的家庭养老或将成为未
来养老产业的新方向。

时代的发展也让遗嘱形式愈加多元
化。民法典继承编草案在继承法规定的
公证遗嘱、代书遗嘱、自书遗嘱、录音遗嘱、

口头遗嘱的基础上，增加打印遗嘱和录像
遗嘱为有效的遗嘱形式，使遗嘱形式的立
法与当今社会生活的现实状况和科技发
展的实际水平相适应，具有创新性和先
进性。

注重体现真实意愿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如果有人想
更改曾经立下的公证遗嘱内容，只有前
往公证处才能进行更改。因为根据现行

继承法，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
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这条规定，给一
些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造成了
更改遗嘱的不便。

为切实尊重遗嘱人的真实意愿，满足
人民群众处理遗产的现实需要，民法典继
承编草案不再规定公证遗嘱效力优先；草
案同时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
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对继承人的“宽恕制度”也是民法
典继承编草案的一大特色。继承人如
果有遗弃被继承人、伪造或者篡改遗嘱
等行为情节严重的，但确有悔改表现，

被继承人表示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
明确将其列为继承人，该继承人不丧失
继承权。

有专家指出，对继承人的“宽恕制度”
保障了被继承人的遗嘱自由，但在继承人
相关行为“情节严重”的标准上，以及“确
有悔改表现”的判断上，法律应进一步严
格限定条件，为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所拥有的财
产种类、财产形式日趋多样，使财产状态

变得不稳定的因素和风险也越来越
多。为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顺利
分割，更好地维护继承人、债权人利
益，避免和减少纠纷，民法典继承编草
案增加了遗产管理人制度。

草案明确了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方
式、职责和权利等内容。这些具体规
定，增强了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可操作
性。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
中心主任孟强表示，遗产管理人必须
履行义务、受到监督，其因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
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此外，为保护债权人利益，保障
国家税收，草案规定，分割遗产应当
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
和债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
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
的税款和债务。

有专家建议，在我国经济社会迅
速发展、人口平均寿命不断提高、个
人财产和可继承遗产显著增加的背
景下，民法典继承编草案有必要在法
定继承人范围和法定继承顺序等方
面继续完善。

民法典继承编草案：让继承制度更符合百姓需求

新华社北京 5 月 18 日电（记者罗
沙）从交通事故到医疗纠纷，从高空抛物
坠物到个人信息泄露，从人身损害到精
神损害……生活中可能侵害你我权益的
种种行为，需要完善的侵权责任制度来
进行预防和制裁。即将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草案受到广泛关注。

侵权责任是民事主体侵害他人权益
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2009 年全国人
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侵权责任法实施以
来，在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明确侵权
责任、预防和制裁侵权行为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2018 年 8 月，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
案首次亮相。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
任沈春耀表示，侵权责任编草案在总结
侵权责任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侵
权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吸收借鉴司法解

释的有益做法，对侵权责任制度作了必
要的补充和完善。

经过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多次审
议，侵权责任编草案关注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吸收采纳各
方面提出的建设性意见，不断成熟，日臻
完善。

为更好保护公民的人身财产权益，
侵权责任编草案二审稿规定了“自助行
为”制度，赋予自然人在一定条件下的自
我保护权利。

此后，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提出的意见建
议，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对“自助行
为”制度又增加了限定使用条件，防止该
规则被滥用。专家认为，这一制度有助
于及时有效合理地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
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家机关的
执法压力，是对国家机关保护的有益

补充。
对于近年来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高

空抛物坠物问题，侵权责任编草案在现行
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基础上，为保护老百姓

“头顶上的安全”作出更有针对性的规定，

明确物业要尽到安全保障责任，有关机关
要及时查清抛物坠物责任人。

“草案保留了现行侵权责任法相关
条款的救济功能、预防功能，还强化了有
关机关的调查职能。同时通过明确追偿
权，促使有关机关和其他建筑物使用人
积极查找侵权人。”陕西省律师协会常务
理事王浩公说。

根据审判实践需要，侵权责任编草
案完善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对精神损
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进行了扩大。北京理
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
认为，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范围越来越
广，说明我国法律越来越注重从物质保
护向精神权益、人格权益的保护拓展，这
正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具体体现。

明确规定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
任，用法治的力量保卫绿水青山；对生产

者、销售者召回缺陷产品的责任作出
规定，强化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明确
侵犯知识产权的惩罚性赔偿，提高侵
犯知识产权的违法成本……从社会发
展焦点、热点到百姓身边难点、堵点，
侵权责任编草案均作出回应，推动解
决突出民生问题。

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中央有关
部门、部分专家学者和有关企业的意
见；奔赴各地调研，了解实际情况，听
取地方意见；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广集
民智……立法工作接地气、具实效，用
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回应人民期待。

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侵权责任
编草案日渐完善，在强化保护民事主
体合法权益的同时，兼顾维护社会公
共利益，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社会生活提供行为规范，字里行间彰
显民法典立法的民生关切。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回应经济社会新问题

中国决胜全面小康为世界释放红利
新华社北京 5 月 18 日电（记者陈

静）今年是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之年，即将召开的全国两
会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海外
学者认为，中国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为
新冠疫情笼罩下的世界注入信心和发展
动力，为人类反贫困历史书写新的篇章，
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贡献中国方案。

中国贡献：推动世界经济向前进

过去一年，中国完成全年主要目标
任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决定性
基础。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前所长
谢尔盖·卢贾宁说，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的增长令世人印象深刻，相信中国将如
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目标。

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
乱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但各国专家
认为，中国有能力克服发展道路上的障
碍，中国经济向好基本面没有变。

法国智库席勒研究所研究员克里斯

蒂娜·比埃认为，疫情下的中国经济展现
出很强韧性。她说，得益于移动支付和电
子商务的充分发展，即使在疫情时期，中
国农民和生产商也能够将产品销售到全
国各地和国外。

德国柏林普鲁士协会名誉主席福尔
克尔·恰普克说，中国现在已逐渐复工复
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未受到
疫情影响。如果从未来回望，这次疫情将
只是中国强劲发展历程的一个插曲。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国际问题专家
伊格纳西奥·马丁内斯说，在当前世界面
临巨大不确定性的关键时期，中国加大
对经济社会领域投入，持续推动脱贫等
事业，确保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将对人
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发挥鼓舞人心的

作用。

中国智慧：书写全球减贫新篇章

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硬任务。今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
中国将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

巴基斯坦 COMSATS 伊斯兰堡大
学助理教授塔希尔·蒙塔兹·阿万说，对
于拥有 14 亿人口的中国来说，消除绝对
贫困是了不起的成就，这在人类减贫史
上绝无仅有。

埃及贝尼苏韦夫大学政治学教授纳
迪娅·希勒米说，脱贫攻坚战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在具体执行层面的强大能力，更
体现出其普惠大众的执政理念。为达成

减贫目标，中国政府制定了平衡、细致、
有效的政策。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
国特别重视为贫困地区的妇女儿童提供
支持，政府运用合理的政策工具在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支持数百万贫困妇
女创业。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
中心主任狄伯杰说，中国对消除全球贫
困贡献巨大，也给世界带来了希望。狄伯
杰说，中国有句俗话“人心齐，泰山移”，
这是对中国脱贫攻坚精神的最好概括。

中国方案：提供全球治理新经验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在
守护全民健康、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
中国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

举措，在较短时间内有效遏制了疫情的
蔓延，同时积极开展国际抗疫合作，与世
界共享中国经验。

马丁内斯说，中国支持一些医疗资
源匮乏的国家，提供相关抗疫经验咨询
和物资援助，参与多边卫生健康领域协
商机制，积极推动疫苗研制，在全球抗疫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在抗疫中采取
的一些公共管理措施有利于维护社会稳
定、防止疫情扩散，可为其他国家所
借鉴。

墨西哥学者、“21世纪社会主义”理
论创始人海因茨·迪特里希说，中国积极
向其他国家提供抗疫知识和物资援助，
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摆脱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

一个巨大挑战。印度尼西亚智库亚洲
创新研究中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表
示，中国让数亿人口实现脱贫，这给联
合国全面消除贫困的发展目标提供了
示范，更让其他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
望。中国以实际行动证明，全面消除贫
困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肯尼亚圣保罗大学经济学讲师爱
德华·库塞瓦说，中国脱贫攻坚取得成
功，给了世界极大的信心和启示。通过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完成
了人类历史上的创举。其他发展中国
家也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寻找新
办法来减少和消除贫困。

阿万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持不
懈的努力奋斗，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势。目前，世界上很多国
家受困于各种各样的治理难题，它们
应当更多地研究中国的发展道路，从
中汲取有益经验。（参与记者：徐永春、
张远、熊茂伶、吴丹妮、胡晓明、李浩、
栾海、吴昊、杨臻、梁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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