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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法典·民法总则民事主体立法问题研讨会”在西政举办

时间：2015-05-08 09:25:49    来源：民法学研究会   责任编辑：xzw

会议现场

  2015年4月30日，由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中国民法学研究会、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联合主办，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承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建议稿》)专题研讨会在西南政法大学毓才楼一楼学术报告厅举行。此次会议围绕《建议稿》民事主体制度的有关内

容进行讨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

小组副组长王利明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成员赵旭东教授、温世扬教授、谭启平教授、秘书长王轶

教授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清华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重庆大学、安徽大学、甘肃

政法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及西南政法大学等学术界、实务界70余名专

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编纂民法典是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的重要任务之

一，在此背景下，中国法学会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并在集中智慧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征求意见稿)》。民事主体制度是民法典最基础和重要的制度。此次专题研讨会的召

开，对完善和形成中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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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人员合影

  开幕式

  西南政法大学付子堂校长、刘俊副书记、岳彩申副校长出席了研讨会开幕式，开幕式由刘俊副书记主持。

  付子堂校长致开幕辞，他对远道而来的各位领导、专家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西政的校史校情，重点介绍了西政

民商法学科的发展历史和取得成果。付校长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已开展了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我校金平、杨怀

英等前辈参与其中，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形势下，编纂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民法典，是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必要之举，也是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必经之

路。付校长强调，作为民法典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事主体制度，决定着参与民事活动的主体范围，意义重大。民法典是中

国梦的组成部分，编纂民法典是中国法学界及全国人民的共同期盼，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王利明会长在致辞中表示：“今天，我们齐聚在法学教育重镇西南政法大学，围绕民法典民事主体制度进行深入细

致的讨论，这是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成立后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对《建议稿》的不断修改完善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领导小组成立刚半个月，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精心组织并承办了这次会议，西南

政法大学领导高度重视，以实际行动对中国民法典编纂工作给予最直接的支持和帮助，是难能可贵的。我代表中国法学

会、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对西南政法大学领导、民商法学院赵万一院长及以谭启平教授为代表的西南民法学教学研究团队

和以陈小君教授为代表的中南民商法学科团队为此次会议的召开所作的努力和奉献表示感谢!”王利明会长强调，民法是

调整民事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民事主体制度是建构具体民事法律关系制度的前提，主体部分的编纂是编纂民法典

草案的关键，能否提交一个高质量的民法典建议稿，很大程度取决于主体制度设计的质量。当前制定民事主体制度面临

两个困难：一是在民商合一的背景下，如何提炼、设置民商事主体的共性规则;二是如何反映本土性和国际性需求，如

何反映当前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发展的现实，并引领改革、推动改革。期待此次会议能产生丰硕的成果!

付子堂校长致辞

王利明会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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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副书记主持开幕式

  第一单元：主题发言

  第一单元的主题发言，由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温世扬教授和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西

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院长赵万一教授共同主持。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王轶教授，中国商法学研究

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赵旭东教授，中国民法学研究会顾问马俊驹教授、李开国教授，王利明教授先后作主题发

言。

  王轶教授首先向与会专家介绍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启动民法典编纂工作的背景和就民法典编纂工作所形成的若

干共识，以及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的成立过程，并着重介绍了《建议稿》民事主体章节的重要规则和新

变化。赵旭东教授认为民法和商法应采用形式分离和实质合一的立法体例，在短期内不会制定商事通则的背景下，民法

总则应对商事规则做充分考量和合理安排，将商事通则应调整的相关内容融入到民法总则相关规范之中。马俊驹教授就

民法总则应否规定人格权、人格权是否应独立成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在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不应将自然人住

所和户籍过于紧密关联，并建议取消关于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规定，增加公法人与私法人的区分标准。李开

国教授就成年人监护、其他组织概念的表达、个体工商户及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承担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王利明教授在主题发言中表示，从目前来看，短期内并无在民法总则之外另行制定商法总则的规划，如何制定体现

民商合一的民法总则，是当前学界面临的一个难题。民法总则特别是主体部分，应尽量涵盖商法规则，另建议将商事习

惯等法律渊源纳入到民法总则法律渊源的表述之中，至少能够在商事特别法找不到法律适用依据时，可依据民法总则寻

找法律依据，发挥民法总则的统率作用。王利明会长还指出，将人格权置于自然人一章中规定，空间太小，不能适应人

格权发展的需求，导致中国民法典没有自身特色，且面临立法技术障碍，使得法人人格权、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人格权

的限制等相关规则无处可置，人格权应独立成编。

  第二单元：自然人制度讨论

  第二单元的主题发言与自由讨论，由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谭启平教授和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清华大学朱慈蕴教授共同主持。与会专家围绕着《建议稿》自然人制度的宏观结构安排及具体条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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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麻昌华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李霞教授，重庆大学胡光志教授，西南政法大学许明月教授、刘云生

教授、王洪教授、马登科教授、周清林副教授，重庆邮电大学朱涛副教授、安徽大学尤佳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王叶刚

博士相继作重点发言，就民事权利能力、胎儿利益保护、行为能力类型的区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限制行为能力人的

年龄划分标准、监护人顺位、委托监护、成年人监护、国家监护、私权监护失灵时国家的责任与被监护人权利保护体系

的建构、宣告死亡制度的废止及宣告失踪、宣告死亡制度的重构、撤销宣告死亡的法律后果、应否保留个体工商户和农

村承包经营户及其法律地位、债务承担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第三单元：法人制度讨论

  第三单元的主题发言与自由讨论，由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范健教授和西南政法大学王洪教授共同主

持。与会专家围绕《建议稿》法人制度的宏观结构安排及具体条文设计，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清华大学朱慈蕴教授，重庆大学宋宗宇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飞副教授、陆剑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李建伟教

授，西南政法大学张力教授、张建文教授、孙鹏教授、黄家镇副教授，甘肃政法学院冯乐坤教授相继作重点发言，就是

否应当界定法人的概念，法人制度的开放性，法人的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法人越权行为的性质及其法律后果，法人类

型的区分标准及其逻辑统一性，在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之外是否还应规定公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集体、农

村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宗教法人的法律属性，营利性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具体规则的设计，法人与非法人组织的协调，

法人分支机构的法律地位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并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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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单元：其他组织制度讨论

  第四单元的主题发言及自由讨论由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肖建国教授和西南政法大学孙

鹏教授共同主持，与会专家围绕着《建议稿》其他组织制度的宏观结构安排及具体条文设计，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西南财经大学辜明安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孟强副教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贾科主任、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耿卓副教授、李俊博士，西南政法大学侯国跃教授、李俊副教授相继作重点发言，指出其他组织的总分规定模式存在

不对称、碎片化的不足，法人内设机构、个人合伙、个体工商户等相关问题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实务不契

合，面临着如何与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相衔接的问题。他们并就其他组织的界定及其法律地位的技术处理，集体经济组

织概念的适用及其主体的明确，法人分支机构的地位，个人合伙应否规定为其他组织，隐名合伙人的规定，合伙财产的

归属，合伙事务执行、退伙、损益计算和利益分配规则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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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讨会闭幕式由谭启平教授主持，朱慈蕴教授、温世扬教授、王轶教授、赵万一教授分别致辞。

  朱慈蕴教授表示民法学者和商法学者的相互沟通，有助于达成共识、发现分歧，推动民商事立法的完善。温世扬教

授感谢西南政法大学作为共同主办单位为会议筹备付出的努力，并相邀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继续召开民法总则的立法研

讨会。王轶教授表示这次会议规模不大，但是聚焦民事主体问题，为建议稿的后期修改完善贡献了智慧，秘书处会后将

逐条梳理各位专家的意见，努力完善草案稿。此次会议成果也将作为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民法典专家意

见稿的附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交。赵万一教授代表承办单位感谢与会专家在百忙之中参加会议，感谢共同主

办单位的支持，并表示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具有一支实力雄厚的教学科研队伍，将会一如既往的继续关注民法典编

纂，力争为民法典的制定作出更大贡献。谭启平教授最后表示，本次会议达到了预期的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会议目

的，虽然会议即将落下帷幕，但民法典编纂却刚刚起步。民事主体制度问题多多，有待将来展开深入研究。只要我们共

同努力，相信一部具有中国特色兼备科学性、先进性的中国民法典一定会早日制定完成。

闭幕式现场

  会议期间，王利明会长专程到西南政法大学沙坪坝校区登门看望了曾参与新中国第一、二、三次民法典及《民法通

则》起草工作的资深民法学家金平教授，并当面听取了金平教授对民法典专家建议稿的意见。93岁高龄的金平教授精神

矍铄，对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编纂民法典倍感兴奋并给予高度肯定。金平教授对《建议稿》文本给予积极和充

分肯定，同时对民法典编纂及《建议稿》文本修改完善中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看法和意见，并期待中国民法

典能早日全面制定完成。

金平先生与王利明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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