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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民法典编纂研究

最高检五年提了千余条次立法建议
5月 22日上午,民法典草案提请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这意味我

国的民法制度即将迎来民法典时代遥
民法典的编纂承载着人民的期待, 也凝结

着几代法律人的梦想遥 从 2014年 10月立法任

务的提出, 到 2017年 3月民法总则的通过,再

到 2019年 12月草案野完整版冶亮相,民法典立

法之路可谓蹄疾步稳遥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六年

来,作为民法典编纂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最

高人民检察院勇毅笃行, 潜心民法典编纂研究

工作,对制定民法典共提出 1000余条次修改意

见,将检察智慧有机融入这部野社会生活的百科

全书冶遥

时光回溯到 2014年 10月,编纂
民法典,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
这一重大立法任务遥

2015年 1月 28日, 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首次召开了民法典编纂
工作会议, 提出初步立法计划和安
排,确定民法典编纂采取野两步走冶:
第一步出台民法总则;第二步编纂民
法典各分编,并将修改完善的各分编
草案同民法总则合并为完整的民法
典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遥

制定民法典,对内要集结精兵强
将,组建专业的立法队伍;对外要借
力借智,组建野智囊团冶遥 2015年 3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成立了
民法典编纂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
包括最高法尧 最高检尧 国务院法制
办尧中国社会科学院尧中国法学会五
家单位遥

2015年 5月 15日, 最高检民法
典编纂工作研究小组正式成立,院领
导担任组长尧副组长,法律政策研究
室尧 原民事行政检察厅等部门的负
责同志担任小组成员,编纂小组下设
办公室,负责具体工作遥

如何在立法过程中充分发挥检
察智慧钥 针对这一问题,最高检党组

给出良策要要要检察机关参与民法典
立法研究工作, 要进一步整合资源,
形成工作合力;要广纳意见,注重协
调,构建开放透明的工作机制遥

编纂小组成立后,最高检在全国
范围内选拔了一批业务骨干,并组织
有关省级检察院共同参与民法典编
纂研究工作遥

最高检野组队冶完毕,编纂工作随
即进入 野战时状态冶遥 2016年 6月 7
日,最高检在山东济南召开民法分则
编纂研究工作部署推进会,会议明确
了职责分工要要要北京尧天津尧河北等
18个省级检察院参与民法总则的编
纂研究工作,江苏尧山东尧湖北尧广东尧
重庆 5个省级检察院参与民法典物
权编尧合同编尧侵权责任编尧婚姻家
庭编尧继承编的编纂研究工作遥

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检察工作
的灵魂和生命遥检察机关参与立法工
作, 特别是参与民法典等基本法律的
立法工作,既是科学立法尧民主立法的
客观要求, 也是检察机关维护法律统
一正确实施尧促进公正司法尧保障人
民权益的使命所在遥 冶编纂小组成员尧
第六检察厅副厅长吕洪涛说遥

编纂小组办公室成员兰楠的办
公室里摆放着十几个国家的民法

典遥 本尧硕尧博均主攻民商法的兰楠
对民法典的制定有一种特殊的情愫,
她告诉记者,野步入新时代,我国制定
民法典既要体现中国特色,也应当具
有一定的国际视野遥 编纂研究工作
初期,我们搜集了十余个国家民法典
的参考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力求将
国外有益法制经验融入到我国民法
典各编的编纂工作中遥 冶

接下来的五年,最高检始终与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尧最高法尧中国
法学会等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通
过走出去尧请进来的方式,全面了解
法学界和社会各界关于民法典编纂
的意见和建议,针对各地检察院报送
的编纂调研报告进行分析汇总,针对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布置的议题,
提交了数份调研报告遥

野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民法总
则以及各分编草案的每一次分组审
议,最高检无一缺席,全程参与并认
真听取意见遥 冶 编纂小组办公室成
员尧 第六检察厅副厅长肖正磊介绍,
据粗略统计,最高检参与民法典编纂
研究工作以来,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征求意见稿回复意见 12次,
旁听审议 10次, 共提出立法修改意
见 1000余条次遥

民法典编纂过程中 , 婚姻
家庭编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
注遥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上,全国人大代表容永恩尧吴小
丽尧 林笑云尧 何雪卿联名提出
叶关于加强监督妥善化解夫妻
债务历史遗留问题的建议曳,建
议司法机关妥善办理婚姻法司
法解释野第 24 条冶所引发的历
史遗留案件遥

最高检第六检察厅负责对
上述代表建议进行答复办理 ,
兰楠是该建议的具体承办人遥
她对记者介绍说, 婚姻法司法
解释野第二十四条冶即 2004 年
最高法制定的叶关于适用掖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业 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曳第二十四条,规定:
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
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
张权利的, 应当按夫妻共同债
务处理遥 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
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
人债务, 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
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
的除外遥

记者采访了解到 , 婚姻法
司法解释野第二十四条冶原意是
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债权人 ,打
击夫妻利用离婚避债现象 ,但
司法实践效果不尽如人意遥 比
如 ,有的夫妻离婚之后 ,债主突
然登门, 称前夫或者前妻欠下
一笔债务,要求另一方还钱遥

野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进行
监督存在难点, 即最高法 2018
年 1月开始实施的叶关于审理涉
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有关问题的解释曳(下称叶司法解
释曳)并无溯及力,对于司法解释
颁布之前尧法院按照当时的规定
处理的案件,如何处理,如何化解
矛盾,尚缺少明确稳妥的办法遥 冶
兰楠告诉记者遥

第六检察厅专门以福建省
泉州市鲤城区检察院 2018 年
至 2019 年 4 月所受理的涉夫
妻共同债务的民事诉讼监督案
件为样本进行分析, 发现该类
案件平均涉案金额高达 42.67

万元遥
为了尽早解决代表关切的

问题, 第六检察厅与最高法民
一庭婚姻家庭组进行了沟通 ,
建议依据叶司法解释曳的具体规
定, 仔细甄别涉夫妻共同债务
案件中认定事实不清尧 适用法
律错误尧结果明显不公的案件,
实事求是 ,有错必纠 ,加大调解
工作的力度 ,妥善化解矛盾 ,得
到最高法的认同遥

野婚姻家庭编应当以构建
平等尧和睦尧文明的婚姻家庭关
系为目标, 在法律制度中体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遥冶
早在 2017 年最高检召开的民
法典编纂婚姻家庭编研讨会
上, 最高检有关领导提出指导
意见遥

野根据代表的建议以及婚
姻家庭编编纂研究的实际 ,第
六检察厅专门成立了婚姻家庭
问题研究小组, 指定办案组和
专人关注涉婚姻家庭方面的立
法尧司法的最新动向,积极参与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编纂研究
工作 ,切实履行监督职权 ,尤其
注重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遥冶
兰楠告诉记者, 相关调研成果
及时反馈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 如今大家欣慰地看到民
法典草案第 1064 条吸收了各
方意见 , 进一步明确了夫妻共
同债务的范围, 回应了社会关
切遥

人格权独立成编也是我国
民法典编纂工作的一大亮点 ,
是我国民法典立法体系的重大
创新遥 在这方面编纂研究工作
中, 检察机关对人格权的概念
以及隐私权保护尧 个人信息保
护等问题提出具体立法建议 ,
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
重视遥

据了解, 第六检察厅日前
正着手出版叶掖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业条文简明释义曳,通过
以案释法, 帮助社会各界简单
迅速地理解与适用法律 , 保证
自己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遥

渊徐日丹冤

集结全国业务骨干参与民法典编纂研究

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律制度遥 记者注意到,民法典草案合
同编共 29章 526条, 几乎占民法典
草案野半壁江山冶遥

民法典是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
基本法律依据,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
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离不开对民法典
适用的研究遥 其中,合同编与民事检
察监督工作联系最为密切遥
最高检调研发现,合同纠纷案件

在民商事审判领域发案量极大遥 与
之成正比,检察机关受理民事生效裁
判监督案件类型也主要集中在合同
纠纷领域,包括借款合同纠纷尧劳动
合同纠纷尧买卖合同纠纷尧房屋买卖
合同纠纷尧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等五
类遥
对于编纂研究合同编,最高检党

组提出明确要求要要要充分体现合同

规则的时代特征, 紧跟时代步伐,认
真应对合同的社会意义尧经济意义尧
法律意义发生的深刻变化,注重研究
和解决新问题,对合同规则给予及时
的调整与回应遥

据统计,围绕合同编编纂研究工
作,检察机关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提出了 200条次的修改意见,约
有 30 余条次被民法典草案综合吸
收,其中包括要约邀请尧悬赏广告尧格
式条款尧连带债务尧情势变更等方面
的调整遥

社会关注度高的尧 与民生密切
相关的基本问题,是这次民法典编纂
工作中的关注点与切入点遥 除了浓
墨重彩的合同编,不同类型的与民生
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也都在民法典
草案其他编目中野有迹可循冶遥

编纂小组办公室成员尧 第八检

察厅副厅长王莉举例说,民法典草案
对民事权利主体的平等保护贯穿始
终,凸显了对胎儿利益的保护,规定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增设专章规定居
住权以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针
对高空抛物坠物事件,增加了禁止从
建筑物中抛掷物品的规定,并细化各
方责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野头顶上
的安全冶遥 这些规定都会为检察机关
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提供明确的
法律依据遥

野参与民法典编纂工作本身就
是促进检察机关学习研究民事法律
规范尧 提升法律监督质量和水平的
良好契机,也是加大法律监督工作力
度的现实需要, 可以说责任重大尧责
无旁贷遥 冶最高检领导一再强调检察
机关参与民法典编纂研究工作的意
义所在遥

民事诉讼监督案件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

满足人民群众
对法治和美好生活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