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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轶认为，作为21世纪的民法典
要对21世纪人们的社会生活作出回
应。在民法总则里，比较典型的体现就
是对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以及对数据和
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作出的回应。

民法总则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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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轶说：“日常生活中大家或多或
少都会接触到个人信息被侵犯的情
形，尤其是在20世纪后期、21世纪更
为广泛。民法总则对此作出规定体现
了民法典的时代性特征。”他说。

至于数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的问题，
王轶认为，不但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

等传统代表性法典制定时不会遇到、甚
至不会想象到，我国民法通则制定时也
不会想到回应这样的问题。未来随着高
端芯片、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发
展，以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为代表的新
经济形态将会深刻改变人类的生活和
生产。某种意义上，哪个国家率先对数
据和网络虚拟财产等做出周到妥帖的法
律回应，哪个国家就会在新一轮的巨大
变革中占据先机，处于引领地位。我国
编纂的民法典，能够超越以往民法典的，
是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上适应时代需求
的调整和改变。站在人类社会经济变革
的又一个关键性时刻，中国人能不能把
握住新的历史机遇，能不能从容应对新
技术的挑战，事关国家繁荣富强以及民
族伟大复兴，我们对此必须有足够清醒
的认识。 （据新华社）

作为中国民法典的开篇之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在今年召开的十
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表决通过，并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

民法总则将对社会发展、百姓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具有哪些体现时代特
征的进步意义？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
秘书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秘书长王轶。

民法总则将给百姓带来哪些影响？

你该知道的民法总则

民法总则在第一章基本规定里
明确，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
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民事权利和合法民事利益的核
心就是自由，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
利和民事利益，就是保护民事主体的
自由。在这种意义上，民法总则基本
规定一章所确立的不得侵犯民事主
体的民事权利和合法民事利益，以及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
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
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规定，彼此印
证，相互呼应。”王轶说,“民法总则所
确立的法律规则中，我们可以清晰地
看到它自始至终都坚持着一项法治
社会的基本原则，这就是——只有出
于对公共利益进行确认、保障和维护
的需要，才能够动用国家公权力去干

涉私人生活、介入市场交易、剥夺和
限制私人合法财产。除此以外，别无
理由。”

王轶指出，在民法总则的条文
中，还可以看到凡是涉及民事主体私
人利益的事项都要尊重民事主体的
自主判断，这就是自愿原则的体现。
这一点会对每一个民众的生活都产
生影响，给了我们更多自主判断、自
由探索与创新的空间，也让我们知
道，有自由就有责任，自己要对自己
的自主决定承受相应的法律后果。

“相较于现行民事法律的规定，
民法总则在人们价值共识改变、调整
的基础上，对具体法律规则进行了修
改、补充、完善和发展，这些变动都会
对我们的生活、工作产生更为具体和
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一定是综合
性的、体系化的。”王轶说。

王轶认为，民法总则在重视和贯
彻人文关怀理念方面迈出了新的步
伐。很多条文都体现了对人的终极
关怀。民法是人永远走不出的网，可
以说一个人从“进入摇篮”之前到“进
入坟墓”之后，都会受到民法总则的
关注。

例如，关于胎儿利益的保护，在
现行民事法律中，仅仅在继承遗产的
场合要求给胎儿特留份，但在民法总
则中，只要胎儿娩出时是活体，则被
更为广泛地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
力。这样胎儿除了继承遗产，在接受
赠予等方面也受到保护。这就意味
着，母体中的胎儿，如果因为母亲遭
受侵害，自己也受到了损害，那么母
亲对加害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胎
儿在娩出时是活体的前提下，也对加
害人享有独立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
权。另外，民法总则还重视对逝者的
关怀。如果侵害包括英雄烈士在内
的逝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就应当承担民

事责任。
王轶说，此外民法总则还有相当

多的法律条文都渗透着人文关怀的
理念。无论在监护制度上，还是在自
然人人身自由的享有、人格尊严的维
护中，对各项具体类型的人格权益和
身份权益的确认和保障中，都能够看
出这一特点。

王轶指出，民法总则在民事权利
部分开篇的四个条文是关于人格权
益、身份权益的，秉持人文关怀理念，
对人身关系的法律调整给予了更高
水平、更广范围的关注，这是民法总
则具有21世纪特征，反映时代变迁
与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认为，在新时期，我们不会仅
仅看重民法总则，包括未来的民法典
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功能，也会更
加看重民法典所体现的人文关怀。
这意味着，我们的民法总则，包括未
来的民法典不是仅仅将人定位为推
动经济发展的主体，更是将人定位为
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主体。”王轶说。

王轶介绍，民法总则草案在审议过
程中，曾规定了子女对无民事行为能
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父母要尽到赡
养、保护、照顾的义务。当时有意见提
出，有民事行为能力的父母，子女就不
需要赡养、保护吗？所以最终表决通过
的民法总则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
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年子女
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王轶认为，这个变化体现了民法
总则对民族性要求的回应。他说：“家
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在中国人的日常生
活和价值观念中具有异乎寻常的价值

和意义。一些社会学家说，西方一些
国家所讲的家，是从两个成年人为共
同生活目的走到一起开始的，家就是
家庭；中国人的家，就不太一样，人是
一出生就被‘抛’到家里的，人在这里
出生、成长，慢慢走向社会，长期和家
保持着密切关系，中国人的家，既是家
庭，更是家族。因此，无论是家还是家
庭成员的关系对中国人来讲，都非常
重要。民法总则的相关规则体现了对
家的重视。如今，在各种观念的影响
下，人们对家的认识也有变化，但家对
于中国人的重要性依然不容置疑。”

尊重民事主体的自主判断

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

体现了对家的重视

对21世纪人们的社会生活作出回应

新华社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24
日与国际空间站宇航员展开20分钟的
天地通话，祝贺空间站指令长佩姬·惠特
森打破美国宇航员太空停留总时间纪
录，并表示希望加速火星载人探索进程。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给惠特森和上周刚刚抵达空间站的美
国宇航员杰克·费希尔打电话。

特朗普说，惠特森打破了美国宇
航员在太空停留累计534天的纪录，

“打破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纪录”，“这
是美国航天史上一个特殊的日子”，他
代表美国祝贺惠特森。

惠特森回应说，打破这样的纪录
“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在美国航
天局工作很兴奋。就像特朗普上月签
署法案所要求的那样，她也期待着21
世纪30年代实施载人火星任务。

特朗普又问了几个问题，包括美国
能从太空任务中学到什么？费希尔上太

空的旅途如何？其间，他似乎忘了上月
签署的美国航天局法案，向惠特森发问，
送人去火星是否有时间表？惠特森礼貌
地回答说：“嗯，我想，就像您的法案所指
示的那样，大约是21世纪30年代。”

她解释说，美国正为此建造大推
力火箭，但“太空飞行需要花费大量时
间与金钱，所以去那里需要一些国际
合作，需要全球性参与的方式以确保
成功。这将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任务，

但太值得做了”。
特朗普半开玩笑地接话：“我们想

在我的第一个任期内做这个，最差也
要在第二任期里做。所以，我们必须
加快一点速度了，好不好？”惠特森笑
着回答：“我们会尽力的。”

今年57岁的惠特森去年11月抵
达国际空间站，是迄今空间站年龄最
大的女宇航员。上个月，她还打破了
女性太空行走次数和总时长的纪录。

特朗普与空间站宇航员天地通话
祝贺其打破美国宇航员太空停留总时间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