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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实行专制体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历代法典均属刑法，并无现代意义的民法。编纂民法

典之议，始于十九世纪末。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指出西方列强攫取我领事裁判

权，借口是“我刑律太重而法规不同”，建议设“法律局”，“采罗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

律”，制定民法、商法等“我夙无”的法律。1902年光绪皇帝下诏：参酌外国法律，改订律例。

1908年开始编纂民法典，至1910年完成《大清民律草案》，因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而未能正式颁行。

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继续进行法典编纂，于１９２５年完成《中华民国民律草案》。亦未正式颁

行。但当时司法部曾通令各级法院作为条理引用。 1927年北伐成功，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成

立，1929年1月设立民法起草委员会着手编纂民法典，至1930年12月26日，完成《中华民国民法》

并颁布施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法典。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明令废除包括《中华民国民法》在内的“民国六法”。迄今曾进行过三次

民法典编纂，前两次是在1954－1956年、1962－1964年，均因政治运动而告中断。第三次民法典

编纂从1979年开始，至1982年已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一至四稿）》，后因立法方针改

变而宣告暂停。 

1998年1月13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汉斌邀请民法学者王家福、江平、王保树、梁慧星、

王利明座谈民法典起草事宜，一致认为起草民法典的条件已经成就。王汉斌副委员长遂决定立即恢复

民法典编纂，并委托王家福、江平、魏振瀛、王保树、梁慧星、王利明、费宗祎、肖峋、魏耀荣九人

组成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编纂民法典草案。同年3月民法起草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讨论了梁慧星提

出的《物权法立法方案草案》，决议委托梁慧星负责起草物权法草案。同年9月3日民法起草工作小组

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分别由中国政法大学民法教研室和杨振山、人民大学法学院王利明和中国社会科学

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设计的三个民法典方案，并决议委托梁慧星起草民法典大纲草案。1999年10月

梁慧星负责起草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和《中国民法典大纲草案》完成。 

2000年梁慧星以《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申报中华社科基金成功，即在原“物权法研究课题组”

基础上成立由25人组成的“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按照《中国民法典大纲草案》起草民法

典。至2002年2月完成侵权行为编和继承编，4月9日完成总则编，4月13日完成债权总则编，5月中

完成合同编，8月中完成亲属编，加上1999年完成的物权编（《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中国

民法典草案》全部完成，计七编，八十一章，一千九百二十四条。其中，总则编、物权编、债权总则

编和合同编，受有立法机关正式委托；侵权行为编、亲属编和继承编，未有立法机关正式委托。草案

在提交立法机关的同时，发表于人民大学的中国民商法律网。 



草案编纂体例采潘德克吞式，将规范民事生活关系的规则，以法律关系为标准，划分为物权、债权、

亲属、继承四编，再将各编共同规则包括权利主体、法律行为、代理、诉讼时效和期日期间等抽出，

作为民法典的总则编，形成法典“总则－分则”结构。鉴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各种新的合同

类型和新的侵权行为类型，致债权编条文数剧增而与其他各编不成比例，遂参考荷兰新民法典将债权

编分解为债权总则、合同和侵权行为三编，形成法典“双层”结构。草案从编纂体例、章节安排、制

度设计到每一条款的文字表述，均特别着重于法律的逻辑性、体系性和可操作性，旨在确保法院裁判

的公正性、统一性，及人民据以预测自己行为法律后果的可预测性。 

草案在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经验和司法经验基础上，密切结合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广泛参

考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顺应社会进步和法律发展之潮流，并注意与国际公约

和国际惯例协调一致。在价值取向上以权利本位为主，兼顾社会公共利益；兼顾个人物质生活条件之

确保与人格尊严之尊重；充分贯彻意思自治原理，强调民事权利的切实保护，非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并

依合法程序不得限制；兼顾社会正义与经济效率，兼顾交易安全与交易便捷；切实贯彻两性实质平等

与弱者保护之原则，对劳动者、消费者、妇女、儿童、老人和残疾者实行特殊保护；既着重于中国现

实社会问题的对策，更着眼于中华民族之未来，旨在建立竞争、公平、统一的市场经济秩序，及和

睦、健康、亲情的家庭生活秩序，为中国最终实现真正的人权、民主、法治国和现代化奠定基础。 

课题组全体同志深知，国家立法之权操在立法机关，现今之立法体制尚未符合立法科学化与民主化的

要求，民法起草工作小组亦徒有虚名，专家建议并未受到真正重视，不敢奢望此民法典草案能为立法

机关所采纳。但课题组全体同志本着对科学、民主、法治之追求，对人民、民族、国家、学术负责之

精神，倾其心力，谨慎从事，完成此民法典草案，虽因学识、眼界、社会经验和时间的局限，对中国

社会问题的把握或有不准，对国外立法例的取舍或有未当，所作制度设计和法律对策或有不切合实

际，草案仍不失其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遂决定将草案全稿公开出版，若能为各界人士所了解、掌

握，作为评价、检讨、完善正式提交审议的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典草案的参照，并为各级法院民事法

官裁判案件提供参考，为此后学习、研究、讲授民法的学生、学者、教员提供参考，则幸甚！ 

是为序。 

                      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 

                      负责人梁慧星 

                      2003年1月4日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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