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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法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始于二十世纪初清末修律，以《大清民律草案》的起草为开端；

终于南京国民政府六法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以《中华民国民法》的完成为依托。 

一、中国民法近代化的开端──《大清民律草案》 

《大清民律草案》是中国民法史上第一部按照资本主义民法原则起草的民法典，它于1911年9月

完成，共5编1569条。这部民法典的特点体现在： 

1、进步性 

《大清民律草案》不仅体例上都克服了以往诸封建法典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缺陷，初步形成独

立的、系统的、完整的民法典，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意义。而且，这部法典在内容上更是确立和贯彻了

近代民法的基本原则，从而奠定了近代法制的基础。 

⑴确立了近代民法的人格平等原则 

人格平等是近代民法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没有人格的独立和平等为前提，个人私有财产所有权、

契约自由、过失责任等原则根本就不能实现。《大清民律草案》在总则编第4条明确规定，“人于法

令限制内得享受权利或担负义务”，草案为本条加附按语指出，“凡人〔即自然人〕，无男女老幼之

别，均当有权利能力，否则生存之事不得完全。”在第二章第二节“行为能力”的按语中又指出，

“凡人既因其行为而有取得权利或担负义务之能力”。 

⑵确立了近代民法的所有权制度 

保护所有权人的私有财产原则是西方国家宪法的基石，也是民法的核心。《大清民律草案》关于

所有权的条款，都从日、德民法典移植过来。其第三编物权编第二章即关于所有权制度的专门规定。

例如，第983条规定“所有人于法令之限制内得自由使用、收益、处分其所有物”；第984条规定“所

有人于其所有物得排除他人之干涉”；第986条规定“所有人对于以不法保留所有物之占有者或侵夺

所有物者，得回复之”。此外，关于民法上物的概念及范围，《大清民律草案》规定：“称物者谓有

体物”（第166条），即占有一定空间的物体。在清朝，奴婢被看作畜产一类的物，民律草案中的

“物”则已不包含奴婢，相比旧律无疑是一种进步。 



⑶确立了近代民法的契约自由原则 

契约自由是商品交换的必然要求，是近代人们相互联系的纽带，因此，被确立为古典资本主义三

大民法原则之一。只有当人们从身份约束下解放出来，才有可能通过体现个人意志的契约进行经济交

易和社会联系。因此，确立契约自由，无疑是民法近代化的重要体现之一。《大清民律草案》确立了

契约自由的原则，明确规定：“依法律行为而债务关系发生或其内容变更消灭者，若法令无特别规

定，须依利害关系人之契约。”（第513条） 

⑷确立了近代民法的过失责任原则 

过失责任原则是古典资本主义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关于民事责任的承担，《大清民律草案》在

第一编总则的“责任能力”一节规定，凡“因故意或过失而侵害他人之权利者，于侵权行为须负责

任”（第37条）；在第二编债权的“侵权行为”一节再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侵他人之权利而不法

者，于因加害而生之损害负赔偿之义务”（第94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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