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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与完善，举世瞩目的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工作也正在紧

锣密鼓的进行之中。制定一部科学、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法典，既是在2010年在我国建成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步骤之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只有制定一部科学、

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民法典才能有效的填补现行民事法律中的各种缺漏，消除现行法所存在的矛盾

与冲突；同时，也只有制定民法典才能真正的保障各类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充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

创造财富的进取心，建构持久、稳定、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注入强大的动力。民法典的制定，还可以有效培养人民的权利意识和平等观念，从而推动依法治国的

进程，为政治文明建设奠定制度基石。 

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是一项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科学的精神，进行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密

切结合我国国情，还需要充分体现我国立法过程的民主原则，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合理意见，尤其

是广大法律实务界人士以及专家学者的建议。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每一位

从事民法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有义务投身于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当中，为制定一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民

法典献计献策。这既是时代向广大民法工作者提出的挑战，也是每一个民法学工作者对民族、对国家

与对社会应尽的责任！民法典的编纂还是振兴和繁荣我国民法学的重要历史机遇。在民法典的制订过

程中将不断产生重大争议和疑难问题，民法学者必须通过脚踏实地的研究、心平气和的讨论，用科学

的理论回答这些问题，为民法典的制定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这必将大力地推进我国民法学的深入发

展。此外，在民法典的制订过程中，既要科学地总结与继承我国长期民事立法与司法中的宝贵经验，

还需要兼收并蓄，广泛借鉴国外已有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这些优秀成果的吸收与

宝贵经验的总结也肯定对我国民法学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全国惟一从事民商法研究的国家重点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就

致力于组织全国的优秀专家、学者以及司法实务部门的同志，共同从事民商法的研究，为民法典的制

定提供智力支持。作为中国民法典起草工作小组的成员，2002年1月我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的委托，负责起草民法典的人格权法与侵权行为法两编的专家建议稿，并一直参与整个民法典草

案的起草与讨论工作。2002年12月，我与中心的其他学者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项目《中

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本书即为该项目的最终成果。可以说，这部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的两千

余条条文，是该项目成果的提炼和升华，同时也是众多民法学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在该书的写作

过程中，中心组织了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烟台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以及中国政法大学等各大高校法律院系的专家学者参与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的起草。此外，中

心还就民法典的制定问题还组织了多次大规模、高水平的国内与国际研讨会：2001年1月，中心在山

东莱州召开了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侵权行为法编的研讨会；2002年7月，中心再次于莱州召开了民



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的研讨会；2003年3月，在云南丽江召开了中日民法典国际研讨会；2003年12

月，在山东烟台召开了海峡两岸民法典研讨会；2005年5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了民法典草案国际

研讨会；2004年7月在山东荣成召开了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条文与立法理由研讨会。上述围绕着民

法典组织的各种研讨会得到了山东省莱州市政法委、莱州市公安局、烟台大学、云南大学、丽江市政

府、复旦大学等单位的鼎力襄助，在此我们对这些单位及有关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对中国法

制出版社祝立明社长的大力支持和张岩编辑的辛勤工作也表示感谢。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们深知，民法典的制定既是一项光荣伟大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艰苦

的工作，我们将与全国的学界同仁一道努力奋斗，为我国民法典的早日颁行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我想发表评论】   【将文本推荐给好友】    【关闭窗口】

 

 

王利明  “21世纪民商法学系列教材”总序 

王利明  《在人大法学院听讲座》序言 

王利明  保护百姓财产是最大的民生 

王利明  《民法典•人格权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序言 

王利明  对法律职业者的基本素质的要求 

王利明  法律职业的专业化 

王利明  做一名合格的人大法律人——在2006级开学典礼上的致词 

>>> 更多 

 

本网站由王利明教授创办并提供全部运作资金 

建议使用IE4.0以上1024*768浏览器访问本站  

版权所有©2000-2008：中国民商法律网本网站所有内容，未经中国民商法律网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摘编，违者必究。 

征稿启事 投稿信箱：ruccivillaw@163.com，civillaw@ruc.edu.cn  

京ICP备0501021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