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Ἧᴨ׆ ṛ῭♇ז ᵅ

◖Ἠᴒ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

2020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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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ΐ Α①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

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① 条文主旨为编者所加,仅供参考。



ᴋ ΐ ♃Α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

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

系。

֫ ΐ ᴊ ό ᶻ Α民事主体的

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 ΐ ὣẴΑ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

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ᴒ ΐ ὣẴΑ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

止民事法律关系。

Ṙ ΐṗ ὣẴΑ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 ΐ ᶾὣẴΑ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

Ṗ ΐ ְṗ ᶷὣẴΑ民事主体从

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ױ ΐ ὣẴΑ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



Ἠ ΐ Α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

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

公序良俗。

Ἠ֦ ΐᵝṉ Ẽ Α其他法律对民

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Ἠᴋ ΐ Ụ ♃Α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内的民事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律另有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ᴋ ᴨ

֦ ᴊ ẻ Ụ῭ ᴊ ו Ụ

Ἠ֫ ΐ ᴨ ᴊ ẻ Ụ Α自

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

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Ἠ◖ ΐ ᴨ ᴊ ẻ Ụ Α自然

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Ἠᴒ ΐ ᴨẠ ῭ ᴙ ẹ

ẈΑ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以出生证明、死

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没有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

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



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

的时间为准。

ἨṘ ΐ Ṃẻ ᶻ Α涉及遗产

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

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

能力自始不存在。

Ἠ֨ ΐ ᴨְ ᴨ ẈΑ

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不满十八周岁的

自然人为未成年人。

ἨṖ ΐ ṕ ᴊ ו ỤᴨΑ成年人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

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Ἠױ ΐ ề ᴊ ו Ụ ᴨΑ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

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

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

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

为。



ᴋἨ ΐ ᴊ ו Ụ ᴨΑ不

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

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ᴋἨ֦ ΐ ᴊ ו Ụ ᴨΑ不

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

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适

用前款规定。

ᴋἨᴋ ΐ ề ᴊ ו Ụ ᴨΑ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

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

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

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ᴋἨ֫ ΐ ᵄ ᴨΑ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其法定代理人。

ᴋἨ◖ ΐ ᴊ ו Ụᴨ ề ᴊ

ו Ụᴨ ְ Α不能辨认或者不能完全

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其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定该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被人民法院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经本人、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

织申请,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其智力、精神健康恢复的

状况,认定该成年人恢复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本条规定的有关组织包括: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

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

ᴋἨᴒ ΐ ᴨ ᵸ Α自然人以户籍

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为住所;经常

居所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所视为住所。

ᴋ

ᴋἨṘ ΐ ן ứΑ父מ

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

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

ᴋἨ֨ ΐ ᴨ ᴨΑ父母是未

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

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祖父母、外祖父母;

(二)兄、姐;

(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

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

者民政部门同意。

ᴋἨṖ ΐ ͻ ề ᴊ ו Ụ

ᴨ ᴨΑ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

人:

(一)配偶;

(二)父母、子女;

(三)其他近亲属;

(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

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

者民政部门同意。

ᴋἨױ ΐ ╡ ᴨΑ被监护人的

父母担任监护人的,可以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



֫Ἠ ΐἰ ᴨΑ



֫Ἠᴋ ΐṗ ᴨΑ没有依法具有监

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

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担任。

֫Ἠ֫ ΐ 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

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

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

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Ἠ◖ ΐ ᴨ ְ ẻὲב

Α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监护人实施民

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

及其他合法权益等。

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

护。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

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

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



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

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Ἠᴒ ΐ ᴨ ὣẴְ Α

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

职责。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

监护人的财产。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在作出与被监

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

智力状况,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应当最大程度地

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保障并协助被监护人实施

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对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监护人不得干涉。

֫ἨṘ ΐ ᴨ Α监护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

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

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



(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

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

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

(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

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

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

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

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

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应当向

人民法院申请。

֫Ἠ֨ ΐ ᴨ ᾢ ứמ

֯Ṍ Α依法负担被监护人抚养费、赡养费、扶养

费的父母、子女、配偶等,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

格后,应当继续履行负担的义务。

֫ἨṖ ΐ ᴨ Α被监护人的

父母或者子女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除对被

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的外,确有悔改表现的,经其申请,

人民法院可以在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视



情况恢复其监护人资格,人民法院指定的监护人与被

监护人的监护关系同时终止。

֫Ἠױ ΐ Ṝ Α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监护关系终止:

(一)被监护人取得或者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

(三)被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死亡;

(四)人民法院认定监护关系终止的其他情形。

监护关系终止后,被监护人仍然需要监护的,应当

依法另行确定监护人。

֫ Ὴ ῭ Ὴ ᴙ

◖Ἠ ΐ Ὴ ᵏΑ自然人下落不

明满二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该

自然人为失踪人。

◖Ἠ֦ ΐ֭ ֯ Α自然人

下落不明的时间自其失去音讯之日起计算。战争期

间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时间自战争结束之日或者

有关机关确定的下落不明之日起计算。



◖Ἠᴋ ΐ ᴨ ᴞᵄ ᴨΑ失踪人

的财产由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或者其他愿意担

任财产代管人的人代管。

代管有争议,没有前款规定的人,或者前款规定的

人无代管能力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人代管。

◖Ἠ֫ ΐ ᴞᵄ ᴨ Α财产代管

人应当妥善管理失踪人的财产,维护其财产权益。

失踪人所欠税款、债务和应付的其他费用,由财

产代管人从失踪人的财产中支付。

财产代管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失踪人财

产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Ἠ◖ ΐ ᴞᵄ ᴨ ὺ Α财产代管

人不履行代管职责、侵害失踪人财产权益或者丧失

代管能力的,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

请变更财产代管人。

财产代管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

变更财产代管人。



人民法院变更财产代管人的,变更后的财产代管

人有权请求原财产代管人及时移交有关财产并报告

财产代管情况。

◖Ἠᴒ ΐ Ὴ Α失踪人重新

出现,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撤销

失踪宣告。

失踪人重新出现,有权请求财产代管人及时移交

有关财产并报告财产代管情况。

◖ἨṘ ΐ Ὴ ᴙ ᵏΑ自然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

该自然人死亡:

(一)下落不明满四年;

(二)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满二年。

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

不可能生存的,申请宣告死亡不受二年时间的限制。

◖Ἠ֨ ΐ Ὴ ᴙ ᵝṉ Α对同一

自然人,有的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死亡,有的利害关系

人申请宣告失踪,符合本法规定的宣告死亡条件的,人

民法院应当宣告死亡。



◖ἨṖ ΐ Ὴ ᴙ ᴨ ᴙ

Α被宣告死亡的人,人民法院宣告死亡的判决作出

之日视为其死亡的日期;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宣告死

亡的,意外事件发生之日视为其死亡的日期。

◖Ἠױ ΐ Ὴ ᴙ ᴊ

ו ỤΑ自然人被宣告死亡但是并未死亡的,不影响

该自然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

效力。

ᴒἨ ΐ ᴙ Ὴ Α被宣告死亡的

人重新出现,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

当撤销死亡宣告。

ᴒἨ֦ ΐ Ὴ ᴙͻ ᴙ Ὴ

Ṝ ’Α被宣告死亡的人的婚姻关系,自死亡

宣告之日起消除。死亡宣告被撤销的,婚姻关系自撤

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但是,其配偶再婚或者

向婚姻登记机关书面声明不愿意恢复的除外。

ᴒἨᴋ ΐ ᴙ Ὴ ṣṜ

’Α被宣告死亡的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其子女被他



人依法收养的,在死亡宣告被撤销后,不得以未经本人

同意为由主张收养行为无效。

ᴒἨ֫ ΐ ᴙ Ὴ ᾢ ᴞ Α

被撤销死亡宣告的人有权请求依照本法第六编取得

其财产的民事主体返还财产;无法返还的,应当给予适

当补偿。

利害关系人隐瞒真实情况,致使他人被宣告死亡

而取得其财产的,除应当返还财产外,还应当对由此造

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 ᵻ׃ ₣ ῭Ṵ Ἅ

ᴒἨ◖ ΐ׃ᵻ ₣ Α自然人从מ

事工商业经营,经依法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

户可以起字号。

ᴒἨᴒ ΐṴ Ἅ Α农村מ

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依法取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从事家庭承包经营的,为农村承包经营户。

ᴒἨṘ ΐḒứ ẴΑ个体工商户的

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

庭财产承担;无法区分的,以家庭财产承担。



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以从事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的农户财产承担;事实上由农户部分成员经营的,以

该部分成员的财产承担。

֫ ᴨ

֦ ֦

ᴒἨ֨ ΐ ᴨ Α法人是具有民事מ

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

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ᴒἨṖ ΐ ᴨ ᵏΑ法人应当依

法成立。

法人应当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住所、财

产或者经费。法人成立的具体条件和程序,依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设立法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有关机关批

准的,依照其规定。

ᴒἨױ ΐ ᴨ ᴊ ẻ Ụ῭ ᴊ ו

Ụ Α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



ṘἨ ΐ ᴨ ᴊ ᵑ Α法人以其全

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ṘἨ֦ ΐ ᵄ ᴨ ὲמ ו

ᾢ Α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

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

后果由法人承受。

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

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ṘἨᴋ ΐ ᵄ ᴨ ứᶭ ו

ᵑ Α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

法人承担民事责任。

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

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

ṘἨ֫ ΐ ᴨ ᵸ Α法人以其主要办

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依法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应

当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登记为住所。



ṘἨ◖ ΐ ᴨὺ Α法人存续期间

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

登记。

ṘἨᴒ ΐ ᴨ Ẁְ ᴊ ֦֯

ᾢ Α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

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ṘἨṘ ΐṗ ᶾ Α登记机关应当

依法及时公示法人登记的有关信息。

ṘἨ֨ ΐ ᴨᾝ ͻẩ ᾢ ẻמứ

ᴡ ῭ Α法人合并的,其权利和义务由合并后的

法人享有和承担。

法人分立的,其权利和义务由分立后的法人享有

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

定的除外。

ṘἨṖ ΐ ᴨ ὣ◦Α有下列原因

之一并依法完成清算、注销登记的,法人终止:

(一)法人解散;

(二)法人被宣告破产;

(三)法律规定的其他原因。



法人终止,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有关机关批

准的,依照其规定。

ṘἨױ ΐ ᴨ Α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法人解散:

(一)法人章程规定的存续期间届满或者法人章程

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二)法人的权力机构决议解散;

(三)因法人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四)法人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登记证书,被责

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Ἠ ΐ ᴨ ᾢ Α法人解散的,

除合并或者分立的情形外,清算义务人应当及时组成

清算组进行清算。

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

成员为清算义务人。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



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造成损害的,应

当承担民事责任;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

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Ἠ֦ ΐ ᶡ Α法人的

清算程序和清算组职权,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没有规

定的,参照适用公司法律的有关规定。

֨Ἠᴋ ΐ ׆ ᴨⱩᵶͻ ᾢộᵿ

ᴞ ῭ ᴨ Α清算期间法人存续,但是不

得从事与清算无关的活动。

法人清算后的剩余财产,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或

者法人权力机构的决议处理。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

清算结束并完成法人注销登记时,法人终止;依法

不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清算结束时,法人终止。

֨Ἠ֫ ΐ ᴨ ᴞΑ法人被宣告破产的,

依法进行破产清算并完成法人注销登记时,法人终止。

֨Ἠ◖ ΐ ᴨẩ ὲṟ ᵑ Α

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



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

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

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

֨Ἠᴒ ΐ ᴨ ו ᾢ Α设

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

承受;法人未成立的,其法律后果由设立人承受,设立

人为二人以上的,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

产生的民事责任,第三人有权选择请求法人或者设立

人承担。

ᴋ ẻ ᴨ

֨ἨṘ ΐ ẻ ᴨ ὲמ +Α以取

得利润并分配给股东等出资人为目的成立的法人,为

营利法人。

营利法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

其他企业法人等。

֨Ἠ֨ ΐ ẻ ᴨ Α营利法人经

依法登记成立。



֨ἨṖ ΐ ẻ ᴨ ֹ Α依法设

立的营利法人,由登记机关发给营利法人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营利法人的成立日期。

֨Ἠױ ΐ ẻ ᴨ Α设立营利法

人应当依法制定法人章程。

ṖἨ ΐ ẻ ᴨ Ụ Α营利法人

应当设权力机构。

权力机构行使修改法人章程,选举或者更换执行

机构、监督机构成员,以及法人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ṖἨ֦ ΐ ẻ ᴨ Α营利法

人应当设执行机构。

执行机构行使召集权力机构会议,决定法人的经

营计划和投资方案,决定法人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以

及法人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执行机构为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的,董事长、执

行董事或者经理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担任法定代表

人;未设董事会或者执行董事的,法人章程规定的主要

负责人为其执行机构和法定代表人。



ṖἨᴋ ΐ ẻ ᴨ Α营利法

人设监事会或者监事等监督机构的,监督机构依法行

使检查法人财务,监督执行机构成员、高级管理人员

执行法人职务的行为,以及法人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ṖἨ֫ ΐẠ ᴨ ẻ ᵑ Α

营利法人的出资人不得滥用出资人权利损害法人或

者其他出资人的利益;滥用出资人权利造成法人或者

其他出资人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营利法人的出资人不得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

资人有限责任损害法人债权人的利益;滥用法人独立

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法人债权

人的利益的,应当对法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ṖἨ◖ ΐ ề֯ ẻ Ṝ Ṝ Α营利

法人的控股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法人的利益;利

用关联关系造成法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ṖἨᴒ ΐṿ Α营利法人的权力

机构、执行机构作出决议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

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法人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



反法人章程的,营利法人的出资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撤销该决议。但是,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

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

ṖἨṘ ΐ ẻ ᴨ ứΑ营利מ

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交易安全,

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

֫ ẻ ᴨ

ṖἨ֨ ΐ ẻ ᴨ ὲמ +Α为

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

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为非营利法人。

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

社会服务机构等。

ṖἨṖ ΐᴊֹἴᵶ ᴨ ὸ Α具

备法人条件,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提供公益服务

设立的事业单位,经依法登记成立,取得事业单位法人

资格;依法不需要办理法人登记的,从成立之日起,具

有事业单位法人资格。

ṖἨױ ΐᴊֹἴᵶ ᴨ ὲ

ᵄ ᴨΑ事业单位法人设理事会的,除法律另有规



定外,理事会为其决策机构。事业单位法人的法定代

表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产生。

Ἠױ ΐ ᵟ☻ᵻ ᴨ ὸ Α具备

法人条件,基于会员共同意愿,为公益目的或者会员共

同℠



依法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具备法人条件的,可以

申请法人登记,取得捐助法人资格。法律、行政法规

对宗教活动场所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Ἠ֫ױ ΐ ử ᴨ ὲ Α

设立捐助法人应当依法制定法人章程。

捐助法人应当设理事会、民主管理组织等决策

机构,并设执行机构。理事长等负责人按照法人章程

的规定担任法定代表人。

捐助法人应当设监事会等监督机构。

◖Ἠױ ΐ ửᴨ ẻΑ捐助人有权向

捐助法人查询捐助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

见和建议,捐助法人应当及时、如实答复。

捐助法人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或者法定代表

人作出决定的程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法人章程,

或者决定内容违反法人章程的,捐助人等利害关系人

或者主管机关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决定。但是,

捐助法人依据该决定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

关系不受影响。



Ἠᴒױ ΐ ẻ ᴨ ộᵿ ᴞ

Α为公益目的成立的非营利法人终止时,不得向

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剩余财产。剩余财产

应当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或者权力机构的决议用于

公益目的;无法按照法人章程的规定或者权力机构的

决议处理的,由主管机关主持转给宗旨相同或者相近

的法人,并向社会公告。

◖ Ẽ ᴨ

ἨṘױ ΐ Ẽ ᴨ +Α本节规定的

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

作经济组织法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为特别

法人。

Ἠ֨ױ ΐ Ṝ ᴨ ὸ Α有独立

经费的机关和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从成立之日

起,具有机关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

民事活动。

ἨṖױ ΐ Ṝ ᴨ ᾢ ẻמứ ᴡ

῭ Α机关法人被撤销的,法人终止,其民事权利



和义务由继任的机关法人享有和承担;没有继任的机

关法人的,由作出撤销决定的机关法人享有和承担。

ױἨױ ΐṴ ᵻ ᴨΑ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取得法人资格。

法律、行政法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 ΐּף Ṵ ᾝᶂ ᴨΑ

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依法取得法人资格。

法律、行政法规对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有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 ֦ ΐ ᵜ ᴨΑ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法人资格,可以从事为履行职能所需要的民事活动。

未设立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可以依法

代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

◖ ᴨ

֦ ᴋ ΐ ᴨ ὲמ +Α

非法人组织是不具有法人资格,但是能够依法以自己

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织。



非法人组织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

具有法人资格的专业服务机构等。

֦ ֫ ΐ ᴨ Α非

法人组织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登记。

设立非法人组织,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有关

机关批准的,依照其规定。

֦ ◖ ΐ ᴨ Ḓứ Α非

法人组织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其出资人或者设

立人承担无限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 ᴒ ΐ ᴨ ᵄ ᴨΑ非法

人组织可以确定一人或者数人代表该组织从事民事

活动。

֦ Ṙ ΐ ᴨ Α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非法人组织解散:

(一)章程规定的存续期间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

他解散事由出现;

(二)出资人或者设立人决定解散;

(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 ֨ ΐ ᴨ Α非法人

组织解散的,应当依法进行清算。

֦ Ṗ ΐὯ Α非法人组织除适

用本章规定外,参照适用本编第三章第一节的有关规

定。

ᴒ ᴊ ẻ

֦ ױ ΐᴨ ͻᴨ ό׀

ᶻ Α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 ֦Ἠ ΐ ᴊזᵻ ᴨ Α自然人

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

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

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

权。

֦ ֦Ἠ֦ ΐ׃ᴨᶾ ό ᶻ Α自

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

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

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

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债权是因合同、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

利以及法律的其他规定,权利人请求特定义务人为或

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 ֦Ἠױ ΐᾝᾠ ỤΑ依法成立

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 ᴋἨ ΐᶭ ᵑ Α民事权益

受到侵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 ᴋἨ֦ ΐ ◦ Α没有法定的或

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

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

֦ ᴋἨᴋ ΐ֯ ẻΑ因他人没有法

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

当利益。

֦ ᴋἨ֫ ΐ ᴞ Α民事主מ

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就下列客体享有的专有

的权利:

(一)作品;

(二)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



(三)商标;

(四)地理标志;

(五)商业秘密;

(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七)植物新品种;

(八)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

֦ ᴋἨ◖ ΐ Α自然人依法享有

继承权。

自然人合法的私有财产,可以依法继承。

֦ ᴋἨᴒ ΐ ẻΑ民事主体依

法享有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

֦ ᴋἨṘ ΐṟᴼ ᴊ Α民事主体

享有法律规定的其他民事权利和利益。

֦ ᴋἨ֨ ΐ ͻ ᴞ ᶻ

Α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

照其规定。

֦ ᴋἨṖ ΐ ᴊ ẻ Ẽᶻ Α法

律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妇女、消费者等

的民事权利保护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 ᴋἨױ ΐ ᴊ ẻ ὸ Α民

事权利可以依据民事法律行为、事实行为、法律规

定的事件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取得。

֦ ֫Ἠ ΐ ᶡ ᶕ

ᴊ ẻΑ民事主体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

利,不受干涉。

֦ ֫Ἠ֦ ΐ ẻמứ֦ Α民事主体

行使权利时,应当履行法律规定的和当事人约定的义

务。

֦ ֫Ἠᴋ ΐ֯ ᴊ ẻΑ民事

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

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Ṙ ᴊ ו

֦ ֦

֦ ֫Ἠ֫ ΐ ᴊ ו Α民מ

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

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 ֫Ἠ◖ ΐ ᴊ ו Α民

事法律行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一致

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成立。

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

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出决议的,该决议行为成立。

֦ ֫Ἠᴒ ΐ ᴊ ו Α民

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

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特定

形式的,应当采用特定形式。

֦ ֫ἨṘ ΐ ᴊ ו Α

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未经对方同意,不得擅

自变更或者解除民事法律行为。

ᴋ

֦ ֫Ἠ֨ ΐ ᴨ

Α以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知道其内

容时生效。





思表示到达相对人前或者与意思表示同时到达相对

人。

֦ ◖Ἠᴋ ΐ Α有相对

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结合相

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

定意思表示的含义。

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不能完全拘泥于所

使用的词句,而应当结合相关条款、行为的性质和目

的、习惯以及诚信原则,确定行为人的真实意思。

֫ ᴊ ו Ụ

֦ ◖Ἠ֫ ΐ ᴊ ו ᵏΑ

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

背公序良俗。

֦ ◖Ἠ◖ ΐ ᴊ ו Ụᴨ

ᴊ ו ỤΑ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

事法律行为无效。



֦ ◖Ἠᴒ ΐ ề ᴊ ו Ụᴨ

ᴊ ו ỤΑ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

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

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实施的其

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三十日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

绝追认。民事法律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

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 ◖ἨṘ ΐ Ḗ ְ ו

ỤΑ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

法律行为无效。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 ◖Ἠ֨ ΐ ᴍ ᴊ

ו ỤΑ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

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 ◖ἨṖ ΐᵆ ᴊ

ו ỤΑ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



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

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 ◖Ἠױ ΐό ֫ᴨ ᴊ

ו ỤΑ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违背真

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 ᴒἨ ΐᵆ ᴊ

ו ỤΑ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

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

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 ᴒἨ֦ ΐ ṗ ᴊ ו

ỤΑ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

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

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 ᴒἨᴋ ΐ Α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

销事由之日起九十日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

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

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

当事人自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

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

֦ ᴒἨ֫ ΐ ή ề ὲ ṗ

ᶷ ᴊ ו ỤΑ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

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 ᴒἨ◖ ΐ א ᴊ ו

ỤΑ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

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 ᴒἨᴒ ΐ ͻ ᴊ

ו Α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 ᴒἨṘ ΐ ᴊ ו ẩ Α

民事法律行为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

部分仍然有效。

֦ ᴒἨ֨ ΐ ᴊ ו ͻ

֯ὶ Ụ ᾢ Α民事法律行为无

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

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

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

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

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 ᴊ ו

֦ ᴒἨṖ ΐ ᵏ ᴊ Αו

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根据其性质不得附条

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

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

失效。



֦ ᴒἨױ ΐ ᵏ ῭֯ ềΑ

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

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经成就;不正当地促成

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

֦ ṘἨ ΐ ᴊ Α民ו

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期限,但是根据其性质不得附期限

的除外。附生效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期限届至时

生效。附终止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期限届满时失

效。

֨ ᵄ

֦ ֦

֦ ṘἨ֦ ΐᵄ ♃Α民事主体

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或者民事法律行为

的性质,应当由本人亲自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

理。

֦ ṘἨᴋ ΐᵄ ỤΑ代理人在代

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

代理人发生效力。



֦ ṘἨ֫ ΐᵄ +Α代理包括委

托代理和法定代理。

委托代理人按照被代理人的委托行使代理权。

法定代理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代理权。

֦ ṘἨ◖ ΐᵄ ᴨ֯ ו ᾢ

Α代理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造成被代理

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代理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

益的,代理人和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ᴋ ᵄ

֦ ṘἨᴒ ΐ ᴁΑ委托代理授

权采用书面形式的,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的姓

名或者名称、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限,并由被代理人

签名或者盖章。

֦ ṘἨṘ ΐṛᾠᵄ Α数人为同一代

理事项的代理人的,应当共同行使代理权,但是当事人

另有约定的除外。

֦ ṘἨ֨ ΐ ᵄ ὲṟ ᾢ Α

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



理行为,或者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

理行为违法未作反对表示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

承担连带责任。

֦ ṘἨṖ ΐ ᵄ ῭ὴ ᵄ

ὲᶚ Α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

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除外。

代理人不得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同时代理

的其他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但是被代理的双方同意

或者追认的除外。

֦ ṘἨױ ΐ ᵄ Α代理人需要转委

托第三人代理的,应当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或者追认。

转委托代理经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被代理

人可以就代理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代理人

仅就第三人的选任以及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

转委托代理未经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代理

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在紧

急情况下代理人为了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转委

托第三人代理的除外。



֦ ֨Ἠ ΐ ứᵄ Α执行法人或者非

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以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

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 ֨Ἠ֦ ΐ ᵄ Α行为人没有代

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

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

十日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

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

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

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

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

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

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

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 ֨Ἠᴋ ΐ ᵄ Α行为人没有代

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

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

有效。

֫ ᵄ

֦ ֨Ἠ֫ ΐ ᵄ Α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代理终止:

(一)代理期限届满或者代理事务完成;

(二)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托;

(三)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四)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死亡;

(五)作为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的法人、非法人组

织终止。

֦ ֨Ἠ◖ ΐ ᵄ ᶚ Α被

代理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代理人实施的

代理行为有效:

(一)代理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被代理人死亡;

(二)被代理人的继承人予以承认;

(三)授权中明确代理权在代理事务完成时终止;



(四)被代理人死亡前已经实施,为了被代理人的

继承人的利益继续代理。

作为被代理人的法人、非法人组织终止的,参照

适用前款规定。

֦ ֨Ἠᴒ ΐ ᵄ Α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定代理终止:

(一)被代理人取得或者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三)代理人或者被代理人死亡;

(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Ṗ ᴊ ᵑ

֦ ֨ἨṘ

ᵄ
事行

法法人 形事 
֦ ֨Ἠᴒἠ

力 定䔀人前 织


܀





֦ ֨ἨṖ ΐ ᵑΑ二人以上依法

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

责任人承担责任。

连带责任人的责任份额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

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实际承担责任

超过自己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

任人追偿。

连带责任,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

֦ ֨Ἠױ ΐ ᴊ ᵑ Α承

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修理、重作、更换;

(七)继续履行;

(八)赔偿损失;

(九)支付违约金;



(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十一)赔礼道歉。

法律规定惩罚性赔偿的,依照其规定。

本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

也可以合并适用。

֦ ṖἨ ΐ֯ᾌ ỤΑ因不可抗力不能

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

客观情况。

֦ ṖἨ֦ ΐ ὃΑ因正当防卫造

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

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 ṖἨᴋ ΐ Α因紧急避险造

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

危险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

责任,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

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

责任。

֦ ṖἨ֫ ΐ◦ᶻ ᴼᴨ ᴊ ό

ᵑ ְ ḤỦ Α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

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

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

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

当补偿。

֦ ṖἨ◖ ΐ ửᴨ֯ ᴊ

ᵑΑ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

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 ṖἨᴒ ΐᶭ ᾡͻ Ḳͻ

ᾡ ͻ ᴊ ᵑΑ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

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

事责任。

֦ ṖἨṘ ΐ ᵑ ᾝΑ因当事人一方

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的,受损害

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



֦ ṖἨ֨ ΐ ᴊ ᵑᵝṉ Α民事

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

事责任的,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

事责任;民事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优先用于承担

民事责任。

ױ

֦ ṖἨṖ ΐ ͻ ẻ

ᶻ Α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

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

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

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

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 ṖἨױ ΐẩ Ḓứ Α

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

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 Ἠױ ΐ ᵄ ᴨ

Α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该法定

代理终止之日起计算。

֦ Ἠ֦ױ ΐό ᶭ ᴨ Ḥ

Α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

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

计算。

֦ Ἠᴋױ ΐ

Α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义务人可以提出不履行

义务的抗辩。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同意履行的,不得以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抗辩;义务人已经自愿履行的,

不得请求返还。

֦ Ἠ֫ױ ΐ Α人民法院

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 ◖Ἠױ ΐ ׆ Α在

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下列障碍,不能行使

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

(一)不可抗力;



(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

为能力、丧失代理权;

(三)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

(四)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

(五)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

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

效期间届满。

֦ Ἠᴒױ ΐ ׆ Α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

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

他情形。

֦ ἨṘױ ΐ֯ Α

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



(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

返还财产;

(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

(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

֦ Ἠ֨ױ ΐ ͻ ẻ

ṉ Α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

止、中断的事由由法律规定,当事人约定无效。

当事人对诉讼时效利益的预先放弃无效。

֦ ἨṖױ ΐᵌ Α法律对仲裁时

效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诉讼时效

的规定。

֦ ױἨױ ΐ Α法律规定或者

当事人约定的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

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

生之日起计算,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

长的规定。存续期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消

灭。

Ἠ



ᴋ ΐ ἴᵶΑ民法所称的期间

按照公历年、月、日、小时计算。

ᴋ ֦ ΐ Α按照年、月、日

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日不计入,自下一日开始计算。

按照小时计算期间的,自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

定的时间开始计算。

ᴋ ᴋ ΐ Α按照年、月计算

期间的,到期月的对应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没有对应

日的,月末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

ᴋ ֫ ΐ ῭

Α期间的最后一日是法定休假日的,以法定休假日

结束的次日为期间的最后一日。

期间的最后一日的截止时间为二十四时;有业务

时间的,停止业务活动的时间为截止时间。

ᴋ ◖ ΐ Α期间的

计算方法依照本法的规定,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

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ᴋ



֦ẩ Ẵ

֦ ֦

ᴋ ᴒ ΐ ♃Α本编调

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产生的民事关系。

ᴋ Ṙ ΐ ᵟמז ề ְ

ᵟמז ⱬ Α国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

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

经济制度。

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

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ᴋ ֨ ΐ ᶻ ὣẴΑ国家、

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平等

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ᴋ Ṗ ΐ ṗ ὣẴΑ不动产物权

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登记。

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交付。



ᴋ ͻὺ ͻ ῭

֦ ֯Ửᴞ

ᴋ ױ ΐ֯Ửᴞ ỤΑ不

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

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

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

记。

ᴋ ֦Ἠ ΐ֯Ửᴞ ῭֯Ửᴞ

֦ Α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

理。

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

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ᴋ ֦Ἠ֦ ΐ֯Ửᴞ Α当

事人申请登记,应当根据不同登记事项提供权属证明

和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必要材料。

ᴋ ֦Ἠᴋ ΐ Α登记机

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查验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

(二)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

(三)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的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证明

的,登记机构可以要求申请人补充材料,必要时可以实

地查看。

ᴋ ֦Ἠ֫ ΐ ֯ ᴷᴊ Αו

登记机构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要求对不动产进行评估;

(二)以年检等名义进行重复登记;

(三)超出登记职责范围的其他行为。

ᴋ ֦Ἠ◖ ΐ֯Ửᴞ ὺỬ

Α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

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

力。

ᴋ ֦Ἠᴒ ΐᾝᾠ Ụְ ὺỬἤẩΑ

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

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



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

同效力。

ᴋ ֦ἨṘ ΐ֯Ửᴞ Ụ῭

Α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

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

ᴋ ֦Ἠ֨ ΐ֯Ửᴞ ְ֯Ửᴞ

ᴁ Ṝ Α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

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

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

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

ᴋ ֦ἨṖ ΐ֯Ửᴞ ͻ

ềΑ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复制不

动产登记资料,登记机构应当提供。

ᴋ ֦Ἠױ ΐ֯Ửᴞ ᾝ ᶕ

Α利害关系人不得公开、非法使用权利人的不动

产登记资料。

ᴋ ᴋἨ ΐ ְ Α权利

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错误

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



书面同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

机构应当予以更正。

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

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登记机构予以异议登记,

申请人自异议登记之日起十五日内不提起诉讼的,异

议登记失效。异议登记不当,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

人可以向申请人请求损害赔偿。

ᴋ ᴋἨ֦ ΐ Ὴ Α当事人签订买

卖房屋的协议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

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

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

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

预告登记后,债权消灭或者自能够进行不动产登

记之日起九十日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

ᴋ ᴋἨᴋ ΐ֯Ửᴞ ḤΑ

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

承担赔偿责任。



因登记错误,造成他人损害的,登记机构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登记机构赔偿后,可以向造成登记错误的

人追偿。

ᴋ ᴋἨ֫ ΐ֯Ửᴞ Α不动

产登记费按件收取,不得按照不动产的面积、体积或

者价款的比例收取。

ᴋ Ửᴞᴛᴾ

ᴋ ᴋἨ◖ ΐỬᴞᴛᴾ ỤΑ动产物

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

ᴋ ᴋἨᴒ ΐ Ửᴞ ỤΑ船

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的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

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ᴋ ᴋἨṘ ΐ ᴛᴾΑ动产物权设立

和转让前,权利人已经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民事法律

行为生效时发生效力。

ᴋ ᴋἨ֨ ΐ ᴛᴾΑ动产物权设立

和转让前,第三人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

以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的权利代替交付。



ᴋ ᴋἨṖ ΐἻ Α动产物权转让

时,当事人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

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

֫ ṟᴼ

ᴋ ᴋἨױ ΐ ᴁ ṿ

ὺỬΑ因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或

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

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

生效力。

ᴋ ֫Ἠ ΐ◦ ὸ Α因继承取

得物权的,自继承开始时发生效力。

ᴋ ֫Ἠ֦ ΐ◦ᴊ ὶו ὺỬΑ

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

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

ᴋ ֫Ἠᴋ ΐ ẩ ◦ ᴊ ᴡו

֯Ửᴞ Α处分依照本节规定享有的不动产

物权,依照法律规定需要办理登记的,未经登记,不发

生物权效力。

֫ ᶻ



ᴋ ֫Ἠ֫ ΐ ṿ Α物权

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调解、仲裁、诉

讼等途径解决。

ᴋ ֫Ἠ◖ ΐ Α因物权

的归属、内容发生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确认

权利。

ᴋ ֫Ἠᴒ ΐ ὣ Α无权占

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

ᴋ ֫ἨṘ ΐ Α妨害物

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

者消除危险。

ᴋ ֫Ἠ֨ ΐ ὣ Α造成不

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权利人可以依法请求修理、重

作、更换或者恢复原状。

ᴋ ֫ἨṖ ΐ Ḥ Α侵

害物权,造成权利人损害的,权利人可以依法请求损害

赔偿,也可以依法请求承担其他民事责任。



ᴋ ֫Ἠױ ΐ ᶻ ἴ ְ

Α本章规定的物权保护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

根据权利被侵害的情形合并适用。

ᴋẩ

◖ ֦

ᴋ ◖Ἠ ΐ Α所有权人对מ

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

和处分的权利。

ᴋ ◖Ἠ֦ ΐ ᴨ ᴼ Α所

有权人有权在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上设立用益物

权和担保物权。用益物权人、担保物权人行使权利,

不得损害所有权人的权益。

ᴋ ◖Ἠᴋ ΐ♇ ֳ Α法律规

定专属于国家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能取得所有权。

ᴋ ◖Ἠ֫ ΐ Α为了公共利益的需

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

土地和组织、个人的房屋以及其他不动产。



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

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

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

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

民的合法权益。

征收组织、个人的房屋以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

法给予征收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

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

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

ᴋ ◖Ἠ◖ ΐ Ⱪᶻ Α国家对耕地实

行特殊保护,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

用地总量。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集

体所有的土地。

ᴋ ◖Ἠᴒ ΐ Α因抢险救灾、疫情

防控等紧急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

用组织、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的不动产

或者动产使用后,应当返还被征用人。组织、个人的



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

当给予补偿。

ᴒ ♇ ῭ ᵻ

ᴋ ◖ἨṘ ΐ♇ ᴞ ♃ͻ♇

῭♇ ᶕ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

所有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国有财产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法律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ᴋ ◖Ἠ֨ ΐ ͻ ͻ כֿ ♇

Α矿藏、水流、海域属于国家所有。

ᴋ ◖ἨṖ ΐ ♇ Α

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无居

民海岛所有权。

ᴋ ◖Ἠױ ΐ♇ ⱠⱩ ♃Α城

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

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ᴋ ᴒἨ ΐ ♇ Α森

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

所有,但是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



ᴋ ᴒἨ֦ ΐ Ử ♇

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属

于国家所有。

ᴋ ᴒἨᴋ ΐ ♇

Α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ᴋ ᴒἨ֫ ΐ ♇ Α法律

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

ᴋ ᴒἨ◖ ΐ♇ ᴞ῭ ♇

Α国防资产属于国家所有。

铁路、公路、电力设施、电信设施和油气管道

等基础设施,依照法律规定为国家所有的,属于国家所

有。

ᴋ ᴒἨᴒ ΐ♇ Ṝ Α国家机

关对其直接支配的不动产和动产,享有占有、使用以

及依照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处分的权利。

ᴋ ᴒἨṘ ΐ♇ Ủט ᴊֹἴᵶ

Α国家举办的事业单位对其直接支配的不动产和

动产,享有占有、使用以及依照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

规定收益、处分的权利。



ᴋ ᴒἨ֨ ΐ♇ Ạ ᵔֹẠ ᴨề

Α国家出资的企业,由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

享有出资人权益。

ᴋ ᴒἨṖ ΐ♇ ᴞ ᶻ Α国家所

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

哄抢、私分、截留、破坏。

ᴋ ᴒἨױ ΐ♇ ᴞ ᵑΑ

履行国有财产管理、监督职责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应当依法加强对国有财产的管理、监督,促进国有财

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财产损失;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造成国有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违反国有财产管理规定,在企业改制、合并分立、

关联交易等过程中,低价转让、合谋私分、擅自担保

或者以其他方式造成国有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ᴋ ṘἨ ΐ ᵻ ᴞ ♃Α集体所有

的不动产和动产包括:



(一)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

草原、荒地、滩涂;

(二)集体所有的建筑物、生产设施、农田水利设

施;

(三)集体所有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

等设施;

(四)集体所有的其他不动产和动产。

ᴋ ṘἨ֦ ΐṴ ᵻ ᴞ ὲ

ᴊ ᵻṿ Α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

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

下列事项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

(一)土地承包方案以及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以外

的组织或者个人承包;

(二)个别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之间承包地的调整;

(三)土地补偿费等费用的使用、分配办法;

(四)集体出资的企业的所有权变动等事项;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事项。



ᴋ ṘἨᴋ ΐ ᵻ ֯Ửᴞ

ᶕΑ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森林、山岭、草原、

荒地、滩涂等,依照下列规定行使所有权:

(一)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

或者村民委员会依法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

(二)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所有的,由

村内各该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依法代表集体

行使所有权;

(三)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

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

ᴋ ṘἨ֫ ΐּף ᵻ ᴞ ẻ

ᶕΑ城镇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由本集体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

分的权利。

ᴋ ṘἨ◖ ΐ ᵻ ΐ ᵻ ᴞ

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

组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章程、村规民约向

本集体成员公布集体财产的状况。集体成员有权查

阅、复制相关资料。



ᴋ ṘἨᴒ ΐ ᵻ ᴞᶻ ὲṴ

ᵻ ΐᾝ ᶻ Α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

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破坏。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者其负责人

作出的决定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集体

成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ᴋ ṘἨṘ ΐ ᴞ ♃Α私人对

其合法的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原材

料等不动产和动产享有所有权。

ᴋ ṘἨ֨ ΐ ᴨᾝ ᴞ ᶻ Α私

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

占、哄抢、破坏。

ᴋ ṘἨṖ ΐ♇ ͻ ᵻ῭ ᴨᶡ Ạ

ṗᾔ ṟᴼᵔֹΑ国家、集体和私人依法可

以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

企业。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投

到企业的,由出资人按照约定或者出资比例享有资产

收益、重大决策以及选择经营管理者等权利并履行

义务。



ᴋ ṘἨױ ΐ ᴨ ᴞ Α营利法人对

其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章程享有

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营利法人以外的法人,对其不动产和动产的权利,

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章程的规定。

ᴋ ֨Ἠ ΐ ᵟ☻ᵻ ᴨͻ ử ᴨᾝ

ᴞ ᶻ Α社会团体法人、捐助法人依法所有

的不动产和动产,受法律保护。

Ṙ זֹ ἤẩ

ᴋ ֨Ἠ֦ ΐ ἤẩ Α业主

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

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

理的权利。

ᴋ ֨Ἠᴋ ΐֹז ֳ ẩ ẻ῭

、ứΑ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部分享有占有、使用מ

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

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ᴋ ֨Ἠ֫ ΐֹז ṛ ẩ ẻ῭

ứΑ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מ

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

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其对共

有部分享有的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一并转让。

ᴋ ֨Ἠ◖ ΐ ἤẰṩ ͻ Ⱪ

ẻ Α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是

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

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

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

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

ᴋ ֨Ἠᴒ ΐ ᵶͻ Α建筑

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

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

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

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

ᴋ ֨ἨṘ ΐ ᵶͻ Α

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

先满足业主的需要。



ᴋ ֨Ἠ֨ ΐֹז

ὲ ῭ἰửΑ业主可以设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

员会。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成立的具体条件和程

序,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居民委员会应当对设

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

ᴋ ֨ἨṖ ΐֹזṛᾠṿ ᴊ ὲ ṿΑ

下列事项由业主共同决定:

(一)制定和修改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二)制定和修改管理规约;

(三)选举业主委员会或者更换业主委员会成员;

(四)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

(五)使用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

(六)筹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

(七)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

(八)改变共有部分的用途或者利用共有部分从事

经营活动;

(九)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



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

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参与表决。决定前款第六项至第八项规定的事项,应

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

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决定前款

其他事项,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

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ᴋ ֨Ἠױ ΐֹז ὺᵸ ề

ᵏΑ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

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

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

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

ᴋ ṖἨ ΐֹז ᵟͻֹז ΐᵟṿ

ỤΑ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对业主具

有法律约束力。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业主

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

销。



ᴋ ṖἨ֦ ΐ ὲṟ ᷅

῭ ẩΑ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

金,属于业主共有。经业主共同决定,可以用于电梯、

屋顶、外墙、无障碍设施等共有部分的维修、更新

和改造。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的筹集、

使用情况应当定期公布。

紧急情况下需要维修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业

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可以依法申请使用建筑物及

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

ᴋ ṖἨᴋ ΐṛ ẩ Ṕẩ Α建

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

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

主共有。

ᴋ ṖἨ֫ ΐ ὲṟ

ẩ ῭ ẩ Α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费用分

摊、收益分配等事项,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业主专有部分面积所占比例

确定。



ᴋ ṖἨ◖ ΐ ὲṟ

ᵻΑ业主可以自行管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也ז

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管理。

对建设单位聘请的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

人,业主有权依法更换。

ᴋ ṖἨᴒ ΐֹז῭ ֹ ứᵔֹ ṟ

ᴼ ᴨ Ṝ Α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根

据业主的委托,依照本法第三编有关物业服务合同的

规定管理建筑区划内的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接受业

主的监督,并及时答复业主对物业服务情况提出的询

问。

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执行政府依

法实施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其他管理措施,积极配合开

展相关工作。

ᴋ ṖἨṘ ΐֹז Ṝמứὲ ᵑΑ

业主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相关行为应

当符合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对于物业

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执行政府依法实施的应急

处置措施和其他管理措施,业主应当依法予以配合。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对任意弃置垃圾、排

放污染物或者噪声、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

侵占通道、拒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有权依照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请求行为人停止

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业主或者其他行为人拒不履行相关义务的,有关

当事人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或者投诉,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ᴋ ṖἨ֨ ΐֹזᾝ ᶻ Α业

主对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以及

其他业主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请求其承担

民事责任。

֨ Ṝ

ᴋ ṖἨṖ ΐ Ṝ ὣẴΑ不

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ᴋ ṖἨױ ΐ Ṝ ᶡ Α

法律、法规对处理相邻关系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法

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可以按照当地习惯。



ᴋ Ἠױ ΐ ͻ Ṝ Α不动

产权利人应当为相邻权利人用水、排水提供必要的

便利。

对自然流水的利用,应当在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

之间合理分配。对自然流水的排放,应当尊重自然流

向。

ᴋ Ἠ֦ױ ΐ Ṝ Α不动产权

利人对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其土地的,应当

提供必要的便利。

ᴋ Ἠᴋױ ΐ ⱠⱩ ẻ Α不动产

权利人因建造、修缮建筑物以及铺设电线、电缆、

水管、暖气和燃气管线等必须利用相邻土地、建筑

物的,该土地、建筑物的权利人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

ᴋ Ἠ֫ױ ΐ ͻ Ṋ῭ Α

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

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ᴋ ◖Ἠױ ΐ ֯Ửᴞן ֯ᾌ

ᶭ Α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



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土壤污染物、噪声、

光辐射、电磁辐射等有害物质。

ᴋ Ἠᴒױ ΐ ֯Ửᴞ ṕΑ不

动产权利人挖掘土地、建造建筑物、铺设管线以及

安装设备等,不得危及相邻不动产的安全。

ᴋ ἨṘױ ΐᶕ ֯Ửᴞ Ṍ

Α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

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

产权利人造成损害。

Ṗ ṛ

ᴋ Ἠ֨ױ ΐṛ ὲṟ +Α不动产或

者动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组织、个人共有。共有包括

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

ᴋ ἨṖױ ΐ ᵒṛ Α按份共有人对

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

ᴋ ױἨױ ΐṛᾠṛ Α共同共有人对

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



֫ ΐṛ ᴨ ṛ Α共有

人按照约定管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或

者约定不明确的,各共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

֫ ֦ ΐṛ ẩͻ ᷅ ῭

ͻ ὺ Α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

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变更性质或

者用途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

或者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但是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

的除外。

֫ ᴋ ΐṛ ẩ Α共

有人对共有物的管理费用以及其他负担,有约定的,按

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按

照其份额负担,共同共有人共同负担。

֫ ֫ ΐṛ ẩỜΑ共有人约定

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

应当按照约定,但是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

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

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



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造

成其他共有人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

֫ ◖ ΐṛ ẩỜ Α共有人

可以协商确定分割方式。达不成协议,共有的不动产

或者动产可以分割且不会因分割减损价值的,应当对

实物予以分割;难以分割或者因分割会减损价值的,应

当对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取得的价款予以分割。

共有人分割所得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有瑕疵的,其

他共有人应当分担损失。

֫ ᴒ ΐ ᵒṛ ᴨ ᵒ ẩ ῭

ṟᴼṛ ᴨ ᵝṉ ᴃ Α按份共有人可以转让其

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其他共有人在

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

֫ Ṙ ΐᵝṉ ᴃ Α按

份共有人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

的,应当将转让条件及时通知其他共有人。其他共有

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优先购买权。



两个以上其他共有人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

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

的共有份额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 ֨ ΐ◦ṛᾠ ᴞᴞ Ḓ Ḓứ

Ṝ ͻ ṩ ỤΑ因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

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

承担连带债务,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第三人知道共

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的除外;在共有人内部

关系上,除共有人另有约定外,按份共有人按照份额享

有债权、承担债务,共同共有人共同享有债权、承担

债务。偿还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份额的按份共有

人,有权向其他共有人追偿。

֫ Ṗ ΐ ᵒṛ Α共有人对

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

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

外,视为按份共有。

֫ ױ ΐ ᵒṛ ᴨᵒ Α按

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

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

֫ ֦Ἠ ΐ ͻ ᶻ ṛ

Ὧ Α两个以上组织、个人共同享有用益物权、

担保物权的,参照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

ױ ὸ Ẽ

֫ ֦Ἠ֦ ΐ℮ ὸ Α无处分权人将

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

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

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据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

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损害赔偿。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适用前两款规

定。



֫ ֦Ἠᴋ ΐ ℮ ὸ Α所有

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有权追回遗失物。该遗失物通

过转让被他人占有的,权利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

损害赔偿,或者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起二

年内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但是,受让人通过拍卖或

者向具有经营资格的经营者购得该遗失物的,权利人

请求返还原物时应当支付受让人所付的费用。权利

人向受让人支付所付费用后,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追偿。

֫ ֦Ἠ֫ ΐ℮ ὸ Ửᴞ֬ὣ

ẻ Α善意受让人取得动产后,该动产上的原有

权利消灭。但是,善意受让人在受让时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该权利的除外。

֫ ֦Ἠ◖ ΐ Α拾得

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

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

֫ ֦Ἠᴒ ΐ Ṝ ế

Α有关部门收到遗失物,知道权利人的,应当及时通

知其领取;不知道的,应当及时发布招领公告。



֫ ֦ἨṘ ΐ ᴨὲ Ṝ ℮ᶻ

ứΑ拾得人在遗失物送交有关部门前,有מ

关部门在遗失物被领取前,应当妥善保管遗失物。因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

担民事责任。

֫ ֦Ἠ֨ ΐ ẻᴨⱢ ὸ

ứΑ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מ

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

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

照承诺履行义务。

拾得人侵占遗失物的,无权请求保管遗失物等支

出的费用,也无权请求权利人按照承诺履行义务。

֫ ֦ἨṖ ΐṗῊ ᴨ

Α遗失物自发布招领公告之日起一年内无人

认领的,归国家所有。

֫ ֦Ἠױ ΐ ͻὶ סּ

Α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

参照适用拾得遗失物的有关规定。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 ᴋἨ ΐᴷ Α主物转

让的,从物随主物转让,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 ᴋἨ֦ ΐ ῭

Α天然孳息,由所有权人取得;既有所有权人又有用

益物权人的,由用益物权人取得。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按照其约定。

法定孳息,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取得;没有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交易习惯取得。

֫ ᴋἨᴋ ΐ ὸ Α因加

工、附合、混合而产生的物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

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规定;法律

没有规定的,按照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以及保护无过错

当事人的原则确定。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或者确定

物的归属造成另一方当事人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或

者补偿。

֫ẩ

Ἠ ֦



֫ ᴋἨ֫ ΐ Α用益物מ

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

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 ᴋἨ◖ ΐ♇ ῭ ᵻ

Α国家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以

及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组织、个人依

法可以占有、使用和收益。

֫ ᴋἨᴒ ΐ ᶕ ề Α国家

实行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

֫ ᴋἨṘ ΐ ᴨ ẻ ᶕΑ

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有关保护和合理

开发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规定。所有权人不

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

֫ ᴋἨ֨ ΐ ᴨ◦ ͻ

ḤΑ因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收、征用致

使用益物权消灭或者影响用益物权行使的,用益物权

人有权依据本法第二百四十三条、第二百四十五条

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



֫ ᴋἨṖ ΐ ᶕכֿ ᶻ Α

依法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受法律保护。

֫ ᴋἨױ ΐᾝ ẻ

ᶻ Α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

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Ἠ֦ ⱠⱩ Ἅ

֫ ֫Ἠ ΐὴ ᵻềְⱠⱩ Ἅ

ề 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

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

地、林地、草地以⋅鐀㴰 的耕

、䴪䔝 屋、 刀໓、 劤矿㙇经、㳖行⨀集集ӣ܈Ԝ੶ᕪ០֛ڠ㯚㌀̈́⁰̈́得的㋖行⨀ㄝ矿基
础、林地䤀以⋅鐀、ᴃ格体ḭ扂有田ᴀ域

保护
ᴀ໓、 三䓟ㄝ捞䜈�所䤀以∝ ⬝ꀴ䀀

ӣك܈
㌀㬀的㯚ڠڛ੶ɀ០ Ờ

⬝ ࡄ



前款规定的承包期限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

依照农村土地承包的法律规定继续承包。

֫ ֫Ἠ֫ ΐⱠⱩ Ἅ ῭

Α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

时设立。

登记机构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

包经营权。

֫ ֫Ἠ◖ ΐⱠⱩ Ἅ ᴐ ͻ

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法律规定,有权将土地

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

地用于非农建设。

֫ ֫Ἠᴒ ΐⱠⱩ Ἅ ᴐ ͻ

Α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的,当事人可

以向登记机构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

人。

֫ ֫ἨṘ ΐ ἍⱩ Α承包期内

发包人不得调整承包地。



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需要适

当调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的,应当依照农村土地承包

的法律规定办理。

֫ ֫Ἠ֨ ΐ ἍⱩ ◘Α承包期内

发包人不得收回承包地。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定。

֫ ֫ἨṖ ΐ ἍⱩ ḤΑ承包

地被征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依据本法第二百

四十三条的规定获得相应补偿。

֫ ֫Ἠױ ΐⱠⱩ Α土地

承包经营权人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入股或

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

֫ ◖Ἠ ΐⱠⱩ Α土地经מ

营权人有权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占有农村土地,自主

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并取得收益。

֫ ◖Ἠ֦ ΐⱠⱩ ὲ Α

流转期限为五年以上的土地经营权,自流转合同生效

时设立。当事人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土地经营权登

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 ◖Ἠ֨ ΐ Ⱪᶕ

Α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采取出让或者划拨等

方式。

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

用地以及同一土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采

∀

采住设乐܈

划营品地出。

或 ᴣ商同等。地设用用
儔

两

ࢥ

܈

Ӡ



ᦡ̓ୂ戀አֵࣈአጱᦡ

使ᦡᦡ设悆出设游܈

划乐等地营或者。

地设用用∀椀
,应 用划等设用的椵者土工I或者土地土

ᦡ工

应鋓萀设用商品等

应ୗ举耀

应鋔ࠀ有两权方 ᵃ方鋔㌀用ጯ乐ጯ划ୗᵅୗ鋔圀有两采等ᦡ应ୗᵈၒ　

ୗ鋔脅⌀用

有应ୗm工鋕或者地划ᒈ。应ୗᴀ

≉鋕≉。



֫ ◖Ἠױ ΐ Ⱪᶕ Α

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建设用

地使用权登记。建设用地使用权自登记时设立。登

记机构应当向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发放权属证书。

֫ ᴒἨ ΐⱠⱩ ềề Α建设用

地使用权人应当合理利用土地,不得改变土地用途;需

要改变土地用途的,应当依法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

֫ ᴒἨ֦ ΐ Ⱪᶕ ᴨ ᴾẠ

ứΑ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依照法מ

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支付出让金等费用。

֫ ᴒἨᴋ ΐ Ⱪᶕ ᴨ

Α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建造的建

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属于建设用地

使用权人,但是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

֫ ᴒἨ֫ ΐ Ⱪᶕ

Α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有权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

互换、出资、赠与或者抵押,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



֫ ᴒἨ◖ ΐ ẩ Ⱪᶕ ᾝ

ᾠ ῭ Α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

赠与或者抵押的,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相应

的合同。使用期限由当事人约定,但是不得超过建设

用地使用权的剩余期限。

֫ ᴒἨᴒ ΐ Ⱪᶕ ᾢὺ

Α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

与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

֫ ᴒἨṘ ΐ Ⱪ

ᶕ ֦ ẩΑ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

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

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一并处分。

֫ ᴒἨ֨ ΐ Ⱪᶕ

֦ ẩΑ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

属设施转让、互换、出资或者赠与的,该建筑物、构

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

并处分。

֫ ᴒἨṖ ΐ Ⱪᶕ ỏ ◘

ὲṟ ḤΑ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前,因公共利益



需要提前收回该土地的,应当依据本法第二百四十三

条的规定对该土地上的房屋以及其他不动产给予补

偿,并退还相应的出让金。

֫ ᴒἨױ ΐ Ⱪᶕ Α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

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的续期,依照

法律规定办理。该土地上的房屋以及其他不动产的

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 ṘἨ ΐ Ⱪᶕ Α

建设用地使用权消灭的,出让人应当及时办理注销登

记。登记机构应当收回权属证书。

֫ ṘἨ֦ ΐ ᵻ ⱠⱩᶂו

Ⱪ Α集体所有的土地作为建设用地的,应

当依照土地管理的法律规定办理。

Ἠ֫ Ⱪᶕ

֫ ṘἨᴋ ΐ Ⱪᶕ Α宅מ

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



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

施。

֫ ṘἨ֫ ΐ Ⱪᶕ ὸ ͻ ᶕ

῭ Α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

转让,适用土地管理的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

֫ ṘἨ◖ ΐ Ⱪ ῭ ẩ Α

宅基地因自然灾害等原因灭失的,宅基地使用权消灭。

对失去宅基地的村民,应当依法重新分配宅基地。

֫ ṘἨᴒ ΐ Ⱪᶕ ὺ ῭

Α已经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或者消灭的,应

当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Ἠ◖ ᵸ

֫ ṘἨṘ ΐ ᵸ Α居住权人מ

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

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 ṘἨ֨ ΐ ᵸ ᾝᾠΑ设立居住权,

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

居住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



(二)住宅的位置;

(三)居住的条件和要求;

(四)居住权期限;

(五)解决争议的方法。

֫ ṘἨṖ ΐ ᵸ Α居住权无

偿设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

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

设立。

֫ ṘἨױ ΐ ᵸ ͻ ῭

ᵸ ᵸ Ạ Α居住权不得转让、继承。设

立居住权的住宅不得出租,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

外。

֫ ֨Ἠ ΐ ᵸ Α居住权期限

届满或者居住权人死亡的,居住权消灭。居住权消灭

的,应当及时办理注销登记。

֫ ֨Ἠ֦ ΐᵆ ╡ ᵸ

Ὧ Α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

的有关规定。

Ἠᴒ Ⱪ



֫ ֨Ἠᴋ ΐⱩ Α地役权人מ

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利用他人的不动产,以提高自己的

不动产的效益。

前款所称他人的不动产为供役地,自己的不动产

为需役地。

֫ ֨Ἠ֫ ΐⱩ ᾝᾠΑ设立地役权,

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地役权合同。

地役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

(二)供役地和需役地的位置;

(三)利用目的和方法;

(四)地役权期限;

(五)费用及其支付方式;

(六)解决争议的方法。

֫ ֨Ἠ◖ ΐⱩ ְ Α地

役权自地役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当事人要求登记的,

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地役权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

善意第三人。



֫ ֨Ἠᴒ ΐᶠ Ⱪ ẻᴨ ứΑ供מ

役地权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允许地役权人利用其

不动产,不得妨害地役权人行使权利。

֫ ֨ἨṘ ΐⱩ ᴨ ứΑ地役权מ

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用目的和方法利用供役地,

尽量减少对供役地权利人物权的限制。

֫ ֨Ἠ֨ ΐⱩ Α地役权期限

由当事人约定;但是,不得超过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

用地使用权等用益物权的剩余期限。

֫ ֨ἨṖ ΐⱩ Α土地所有

权人享有地役权或者负担地役权的,设立土地承包经

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用益物权时,该用益物权人继

续享有或者负担已经设立的地役权。

֫ ֨Ἠױ ΐⱢṉ



֫ ṖἨ ΐⱩ Α地役权不得

单独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转

让的,地役权一并转让,但是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 ṖἨ֦ ΐⱩ Α地役权不

得单独抵押。土地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抵押

的,在实现抵押权时,地役权一并转让。

֫ ṖἨᴋ ΐⱩ Ⱪὲṟ֬

ẻ ֯ᾌẩ Α需役地以及需役地上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部分转让时,转让部分涉及

地役权的,受让人同时享有地役权。

֫ ṖἨ֫ ΐⱩ ᶠ Ⱪὲṟ֬

ẻ ֯ᾌẩ Α供役地以及供役地上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部分转让时,转让部分涉及

地役权的,地役权对受让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 ṖἨ◖ ΐᶠ Ⱪ ẻᴨἴ Ⱪ

ᾝᾠ ᴊ Α地役权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供役地权利人有权解除地役权合同,地役权消灭:

(一)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滥用地役权;



(二)有偿利用供役地,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后在

合理期限内经两次催告未支付费用。

֫ ṖἨᴒ ΐ Ⱪ ὺ ͻ

Α已经登记的地役权变更、转让或者

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ẩ ᶻ

ἨṘ ֦

֫ ṖἨṘ ΐ ᶻ Α担保物מ

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

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

偿的权利,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 ṖἨ֨ ΐ ᶻ ♃῭ή

ᶻΑ债权人在借贷、买卖等民事活动中,为保障实

现其债权,需要担保的,可以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

定设立担保物权。

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的,可以要求

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适用本法和其他法律的

规定。



֫ ṖἨṖ ΐ ᶻᾝᾠΑ设立担保物权,

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担

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担保功

能的合同。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

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担保合同无效,但是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

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

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

֫ ṖἨױ ΐ ᶻ ᶻ ♃Α担

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 Ἠױ ΐ ᶻ ֬ᵄᵶ ὲᵄ

ᵶ Α担保期间,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

征收等,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

者补偿金等优先受偿。被担保债权的履行期限未届

满的,也可以提存该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



֫ Ἠ֦ױ ΐ ᶻᴨᾠ Ḓứ

ᾢ Α第三人提供担保,未经其书面同意,债权

人允许债务人转移全部或者部分债务的,担保人不再

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 Ἠᴋױ ΐᴨᶻ῭ ᶻ ᶻ

ẴΑ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

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

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

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

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

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

以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

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 Ἠ֫ױ ΐ ᶻ ᴊ Α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担保物权消灭:

(一)主债权消灭;

(二)担保物权实现;

(三)债权人放弃担保物权;

(四)法律规定担保物权消灭的其他情形。



Ἠ֨

֦ ֦

֫ ◖Ἠױ ΐ Α为担保债מ

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财产的占有,将该

财产抵押给债权人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

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

财产优先受偿。

前款规定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抵押人,债权人

为抵押权人,提供担保的财产为抵押财产。

֫ Ἠᴒױ ΐ ᴞ ♃Α债务人

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财产可以抵押:

(一)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

(二)建设用地使用权;

(三)海域使用权;

(四)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

(五)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

(六)交通运输工具;

(七)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

抵押人可以将前款所列财产一并抵押。



֫ ἨṘױ ΐ Ử Α企业、个体工

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可以将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

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债务人不履行

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

债权人有权就抵押财产确定时的动产优先受偿。

֫ Ἠ֨ױ ΐ ְ Ⱪᶕ

ᾠ ẴΑ以建筑物抵押的,该建筑物占用范围

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以建设用地使用权

抵押的,该土地上的建筑物一并抵押。

抵押人未依据前款规定一并抵押的,未抵押的财

产视为一并抵押。

֫ ἨṖױ ΐᴀ ͻ ᵔֹ Ⱪ

ᶕ ềΑ乡镇、村企业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不得单独抵押。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抵

押的,其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

֫ ױἨױ ΐ ᴞ ♃Α下

列财产不得抵押:

(一)土地所有权;



(二)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土地的

使用权,但是法律规定可以抵押的除外;

(三)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等为公益目的成立

的非营利法人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公

益设施;

(四)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议的财产;

(五)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

◖ ΐ ᾝᾠΑ设立抵押权,当事人应

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

抵押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

(一)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

(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三)抵押财产的名称、数量等情况;

(四)担保的范围。

◖ ֦ ΐ Α抵押权人在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前,与抵押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

抵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只能依法就抵押财产优先

受偿。



◖ ᴋ ΐ֯Ửᴞ Α以本法第

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

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

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

◖ ֫ ΐỬᴞ ỤΑ以动产抵

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

对抗善意第三人。

◖ ◖ ΐỬᴞ ὲ ỤΑ以

动产抵押的,不得对抗正常经营活动中已经支付合理

价款并取得抵押财产的买受人。

◖ ᴒ ΐ ְ Ṝ Α抵

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的,原租赁

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

◖ Ṙ ΐ ᴞ ẩΑ抵押期间,

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

其约定。抵押财产转让的,抵押权不受影响。

抵押人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及时通知抵押权人。

抵押权人能够证明抵押财产转让可能损害抵押权的,

可以请求抵押人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



清偿债务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

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 ֨ ΐ ẩ ᴷ Α抵押

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

担保。债权转让的,担保该债权的抵押权一并转让,但

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 Ṗ ΐ ᶻ Α抵押人的行

为足以使抵押财产价值减少的,抵押权人有权请求抵

押人停止其行为;抵押财产价值减少的,抵押权人有权

请求恢复抵押财产的价值,或者提供与减少的价值相

应的担保。抵押人不恢复抵押财产的价值,也不提供

担保的,抵押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提前清偿债务。

◖ ױ ΐ ὲṟ ᵶ ẩΑ抵

押权人可以放弃抵押权或者抵押权的顺位。抵押权

人与抵押人可以协议变更抵押权顺位以及被担保的

债权数额等内容。但是,抵押权的变更未经其他抵押

权人书面同意的,不得对其他抵押权人产生不利影响。

债务人以自己的财产设定抵押,抵押权人放弃该

抵押权、抵押权顺位或者变更抵押权的,其他担保人



在抵押权人丧失优先受偿权益的范围内免除担保责

任,但是其他担保人承诺仍然提供担保的除外。

◖ ֦Ἠ ΐ Α债务人不履

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

形,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

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协

议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

法院撤销该协议。

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

议的,抵押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

产。

抵押财产折价或者变卖的,应当参照市场价格。

◖ ֦Ἠ֦ ΐ Ử ᴞ Α依

据本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设定抵押的,抵押财产自

下列情形之一发生时确定:

(一)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债权未实现;

(二)抵押人被宣告破产或者解散;

(三)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

(四)严重影响债权实现的其他情形。



◖ ֦Ἠᴋ ΐ ᴞ

ỤΑ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

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致使抵押财产被人民法院依法

扣押的,自扣押之日起,抵押权人有权收取该抵押财产

的天然孳息或者法定孳息,但是抵押权人未通知应当

清偿法定孳息义务人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孳息应当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费用。

◖ ֦Ἠ֫ ΐ ᴞὺᵐᾢ Α

抵押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

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 ֦Ἠ◖ ΐ ׃ Ḥ Α

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拍卖、变卖抵押

财产所得的价款依照下列规定清偿:

(一)抵押权已经登记的,按照登记的时间先后确

定清偿顺序;

(二)抵押权已经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

(三)抵押权未登记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

其他可以登记的担保物权,清偿顺序参照适用前

款规定。



◖ ֦Ἠᴒ ΐ ְ Ḥ Α

同一财产既设立抵押权又设立质权的,拍卖、变卖该

财产所得的价款按照登记、交付的时间先后确定清

偿顺序。

◖ ֦ἨṘ ΐỬᴞ ᴃᵐ ᶻ

ᵝṉ Α动产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是抵押物的价款,标

的物交付后十日内办理抵押登记的,该抵押权人优先

于抵押物买受人的其他担保物权人受偿,但是留置权

人除外。

◖ ֦Ἠ֨ ΐ

ỤΑ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

不属于抵押财产。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

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

并处分。但是,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

优先受偿。

◖ ֦ἨṖ ΐ ᵻ ⱠⱩᶕ

Α以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依法抵押

的,实现抵押权后,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土地所有

权的性质和土地用途。



◖ ֦Ἠױ ΐ Α抵押权

人应当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抵押权;未行使的,

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ᴋ

◖ ᴋἨ ΐ Α为担מ

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一定期间内将要

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担保财产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

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

权人有权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该担保财产优先受

偿。

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存在的债权,经当事人

同意,可以转入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范围。

◖ ᴋἨ֦ ΐ ᶻ Ḓ

Α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前,部分债权转让

的,最高额抵押权不得转让,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

外。

◖ ᴋἨᴋ ΐ ᾝᾠ ὺ Α

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前,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可

以通过协议变更债权确定的期间、债权范围以及最



高债权额。但是,变更的内容不得对其他抵押权人产

生不利影响。

◖ ᴋἨ֫ ΐ ᶻ Ḓ

Α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抵押权人的债权确定:

(一)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届满;

(二)没有约定债权确定期间或者约定不明确,抵

押权人或者抵押人自最高额抵押权设立之日起满二

年后请求确定债权;

(三)新的债权不可能发生;

(四)抵押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抵押财产被查封、

扣押;

(五)债务人、抵押人被宣告破产或者解散;

(六)法律规定债权确定的其他情形。

◖ ᴋἨ◖ ΐ Α

最高额抵押权除适用本节规定外,适用本章第一节的

有关规定。

ἨṖ

֦ Ửᴞ



◖ ᴋἨᴒ ΐỬᴞ Α为担保מ

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出质给债权

人占有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

定的实现质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动产优先受偿。

前款规定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出质人,债权人

为质权人,交付的动产为质押财产。

◖ ᴋἨṘ ΐ Ửᴞ ♃Α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转让的动产不得出质。

◖ ᴋἨ֨ ΐ ᾝᾠΑ设立质权,当事

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质押合同。

质押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

(一)被担保债权的种类和数额;

(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三)质押财产的名称、数量等情况;

(四)担保的范围;

(五)质押财产交付的时间、方式。

◖ ᴋἨṖ ΐ Α质权人在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前,与出质人约定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



质押财产归债权人所有的,只能依法就质押财产优先

受偿。

◖ ᴋἨױ ΐ Α质权自出

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

◖ ֫Ἠ ΐ ᴨ ὸ ὲ

Ḥ Α质权人有权收取质押财产的孳息,但是

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孳息应当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费用。

◖ ֫Ἠ֦ ΐ ᴨ ᶕ ͻ ẩ

ᴞ ᵑΑ质权人在质权存续期间,未经出质人

同意,擅自使用、处分质押财产,造成出质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Ἠᴋ ΐ ᴨ ᶻ ῭ứמ Ḥ

ᵑΑ质权人负有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义务;因保管

不善致使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质权人的行为可能使质押财产毁损、灭失的,出

质人可以请求质权人将质押财产提存,或者请求提前

清偿债务并返还质押财产。



◖ ֫Ἠ֫ ΐ ᶻ Α因不可归责

于质权人的事由可能使质押财产毁损或者价值明显

减少,足以危害质权人权利的,质权人有权请求出质人

提供相应的担保;出质人不提供的,质权人可以拍卖、

变卖质押财产,并与出质人协议将拍卖、变卖所得的

价款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 ֫Ἠ◖ ΐ ᵑ Α质权人在质权

存续期间,未经出质人同意转质,造成质押财产毁损、

灭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Ἠᴒ ΐ Α质权人可以

放弃质权。债务人以自己的财产出质,质权人放弃该

质权的,其他担保人在质权人丧失优先受偿权益的范

围内免除担保责任,但是其他担保人承诺仍然提供担

保的除外。

◖ ֫ἨṘ ΐ ὲ Α债

务人履行债务或者出质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的,

质权人应当返还质押财产。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

实现质权的情形,质权人可以与出质人协议以质押财



产折价,也可以就拍卖、变卖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

先受偿。

质押财产折价或者变卖的,应当参照市场价格。

◖ ֫Ἠ֨ ΐ ὲ ᶕΑ出质人

可以请求质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及时行使质

权;质权人不行使的,出质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

变卖质押财产。

出质人请求质权人及时行使质权,因质权人怠于

行使权利造成出质人损害的,由质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 ֫ἨṖ ΐ ᴞὺᵐᾢ Α

质押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

额的部分归出质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 ֫Ἠױ ΐ Α出质人与质

权人可以协议设立最高额质权。

最高额质权除适用本节有关规定外,参照适用本

编第十七章第二节的有关规定。

ᴋ ẻ

◖ ◖Ἠ ΐ ẻ ♃Α债务人或

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权利可以出质:



(一)汇票、本票、支票;

(二)债券、存款单;

(三)仓单、提单;

(四)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股权;

(五)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

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

(六)现有的以及将有的应收账款;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

利。

◖ ◖Ἠ֦ ΐ ᵐ ểẠ

Α以汇票、本票、支票、债券、存款单、仓单、

提单出质的,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没有

权利凭证的,质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法律另有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 ◖Ἠᴋ ΐ ᵐ ểẠ

Ẽ Α汇票、本票、支票、债券、存款单、

仓单、提单的兑现日期或者提货日期先于主债权到

期的,质权人可以兑现或者提货,并与出质人协议将兑

现的价款或者提取的货物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 ◖Ἠ֫ ΐᵆ ᵒ ͻ Ạ

ὲ ềΑ以基金份额、股权出质的,质

权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基金份额、股权出质后,不得转让,但是出质人与

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外。出质人转让基金份额、股

权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 ◖Ἠ◖ ΐᵆ ᴞ ׆ ᴞ Ạ

ὲ ềΑ以注册商标专用权、

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质权

自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后,出质人不得转让或

者许可他人使用,但是出质人与质权人协商同意的除

外。出质人转让或者许可他人使用出质的知识产权

中的财产权所得的价款,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务

或者提存。

◖ ◖Ἠᴒ ΐᵆ Ạ

ὲ ềΑ以应收账款出质的,质权自办理出

质登记时设立。



应收账款出质后,不得转让,但是出质人与质权人

协商同意的除外。出质人转让应收账款所得的价款,

应当向质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 ◖ἨṘ ΐ ẻ Α权

利质权除适用本节规定外,适用本章第一节的有关规

定。

Ἠױ

◖ ◖Ἠ֨ ΐ E

◖ ◖ἨṘ ἠ Ⱦ◖ ◖ἨṘ Α



◖ ᴒἨ ΐ ᴞוᾌẩ

Α留置财产为可分物的,留置财产的价值应当相当

于债务的金额。

◖ ᴒἨ֦ ΐ ᴨ ᶻ ứΑ留מ

置权人负有妥善保管留置财产的义务;因保管不善致

使留置财产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ᴒἨᴋ ΐ ᴨ ὸ ẻΑ

留置权人有权收取留置财产的孳息。

前款规定的孳息应当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费用。

◖ ᴒἨ֫ ΐ Ḓứᴨ Ḓứ

Α留置权人与债务人应当约定留置财产后的债务

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留置权人应当

给债务人六十日以上履行债务的期限,但是鲜活易腐

等不易保管的动产除外。债务人逾期未履行的,留置

权人可以与债务人协议以留置财产折价,也可以就拍

卖、变卖留置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留置财产折价或者变卖的,应当参照市场价格。

◖ ᴒἨ◖ ΐ Ḓứᴨ Α

债务人可以请求留置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行



使留置权;留置权人不行使的,债务人可以请求人民法

院拍卖、变卖留置财产。

◖ ᴒἨᴒ ΐ Α留置财产

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

归债务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 ᴒἨṘ ΐ ͻ ְ

ᾝ ᵶὣẴΑ同一动产上已经设立抵押权或者

质权,该动产又被留置的,留置权人优先受偿。

◖ ᴒἨ֨ ΐ Α

留置权人对留置财产丧失占有或者留置权人接受债

务人另行提供担保的,留置权消灭。

ᴒẩ Ἳ

ᴋἨ Ἳ

◖ ᴒἨṖ ΐ Ἳ Α基

于合同关系等产生的占有,有关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使

用、收益、违约责任等,按照合同约定;合同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



◖ ᴒἨױ



除危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占有人有权依法

请求损害赔偿。

占有人返还原物的请求权,自侵占发生之日起一

年内未行使的,该请求权消灭。

֫ ᾝ ᾠ

֦ẩ Ẵ

֦ ֦

◖ ṘἨ֫ ΐᾝᾠ ♃Α本编

调整因合同产生的民事关系。

◖ ṘἨ◖ ΐᾝᾠ ῭מ ᵒṜ ἰ

Α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

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

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

性质参照适用本编规定。

◖ ṘἨᴒ ΐᶡ ᾝᾠ ỤΑ依

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

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 ṘἨṘ ΐᾝᾠ Α当事人

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依据本法第一百四

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争议条款的含义。

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

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

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相关条

款、性质、目的以及诚信原则等予以解释。

◖ ṘἨ֨ ΐ ᾡᾝᾠὲ ᾝᾠ

Α本法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

用本编通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适用本编或者其他法

律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

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 ṘἨṖ ΐ ◦ᾝᾠᴞ Ḓ Ḓứ

Ṝ Α非因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适

用有关该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



本编通则的有关规定,但是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的除

外。

ᴋ ᾝᾠ

◖ ṘἨױ ΐᾝᾠ Α当事人订

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

书面形式是合同书、信件、电报、电传、传真

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能够有形地

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

书面形式。

◖ ֨Ἠ ΐᾝᾠז ְ Α

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下列条款:

(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

(二)标的;

(三)数量;

(四)质量;

(五)价款或者报酬;

(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七)违约责任;



(八)解决争议的方法。

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本订立合同。

◖ ֨Ἠ֦ ΐᾝᾠ Α当事人订

立合同,可以采取要约、承诺方式或者其他方式。

◖ ֨Ἠᴋ ΐ ὲמ ᵏΑ

要约是希望与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内容具体确定;

(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

示约束。

◖ ֨Ἠ֫ ΐ Α要约邀请是希

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表示。拍卖公告、招标公

告、招股说明书、债券募集办法、基金招募说明书、

商业广告和宣传、寄送的价目表等为要约邀请。

商业广告和宣传的内容符合要约条件的,构成要

约。

◖ ֨Ἠ◖ ΐ Α要约生效

的时间适用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



◖ ֨Ἠᴒ ΐ ◘Α要约可以撤回。

要约的撤回适用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

◖ ֨ἨṘ ΐ ֯ Α要约

可以撤销,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要约人以确定承诺期限或者其他形式明示要

约不可撤销;

(二)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

已经为履行合同做了合理准备工作。

◖ ֨Ἠ֨ ΐ Α撤销要约的意

思表示以对话方式作出的,该意思表示的内容应当在

受要约人作出承诺之前为受要约人所知道;撤销要约

的意思表示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在受要约人作

出承诺之前到达受要约人。

◖ ֨ἨṖ ΐ Α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要约失效:

(一)要约被拒绝;

(二)要约被依法撤销;

(三)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

(四)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



◖ ֨Ἠױ ΐ Α承诺是受要מ

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

◖ ṖἨ ΐ Α承诺应当以通

知的方式作出;但是,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

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 ṖἨ֦ ΐ Α承诺应当在

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

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承诺应当依照下列规

定到达:

(一)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应当即时作出承诺;

(二)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

期限内到达。

◖ ṖἨᴋ ΐᵆᶾᵏ ᶂẠ

Α要约以信件或者电报作

出的,承诺期限自信件载明的日期或者电报交发之日

开始计算。信件未载明日期的,自投寄该信件的邮戳

日期开始计算。要约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快

速通讯方式作出的,承诺期限自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

开始计算。



◖ ṖἨ֫ ΐᾝᾠ Α承诺生效

时合同成立,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除外。

◖ ṖἨ◖ ΐ Α以通知方

式作出的承诺,生效的时间适用本法第一百三十七条

的规定。

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

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

◖ ṖἨᴒ ΐ ◘Α承诺可以撤

回。承诺的撤回适用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

◖ ṖἨṘ ΐ Α受要约人超过

承诺期限发出承诺,或者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按照

通常情形不能及时到达要约人的,为新要约;但是,要

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该承诺有效的除外。

◖ ṖἨ֨ ΐ ὶ ế Α受

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按照通常情形能够及

时到达要约人,但是因其他原因致使承诺到达要约人

时超过承诺期限的,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

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外,该承诺有效。



◖ ṖἨṖ ΐ ṩ

ὺ Α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

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

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

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

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

◖ ṖἨױ ΐ ṩ

ὺ Α承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非实质性变更的,除

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或者要约表明承诺不得对要约

的内容作出任何变更外,该承诺有效,合同的内容以承

诺的内容为准。

◖ Ἠױ ΐᾝᾠ Α当事人采用

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

按指印时合同成立。在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之前,

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

立。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合同应当

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是一方

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时,该合同成立。



◖ Ἠ֦ױ ΐᶾᵏͻ ᾝᾠ

῭ ᾝᾠ Α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

等形式订立合同要求签订确认书的,签订确认书时合

同成立。

当事人一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的商品

或者服务信息符合要约条件的,对方选择该商品或者

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时合同成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

定的除外。

◖ Ἠᴋױ ΐᾝᾠ Ⱪ Α承诺生效

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

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住所地为合

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 Ἠ֫ױ ΐᴁ ᾝᾠ Ⱪ Α当事

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最后签名、盖章或者

按指印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但是当事人另有约

定的除外。

◖ ◖Ἠױ ΐᶡ♇ ᵑứͻ ᵅ

ᵑứ ᾝᾠὲ ề ͻ ề Α国家根据抢



险救灾、疫情防控或者其他需要下达国家订货任务、

指令性任务的,有关民事主体之间应当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订立合同。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有发出要约义务

的当事人,应当及时发出合理的要约。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有作出承诺义务

的当事人,不得拒绝对方合理的订立合同要求。

◖ Ἠᴒױ ΐ ᾝᾠΑ当事人约定在

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合同的认购书、订购书、预订

书等,构成预约合同。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预约合同约定的订立合同义

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预约合同的违约责任。

◖ ἨṘױ ΐ Α格式条款是当

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

对方协商的条款。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

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

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

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



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

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

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

同的内容。

◖ Ἠ֨ױ ΐ Α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该格式条款无效:

(一)具有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和本法第五百

零六条规定的无效情形;

(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

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

(三)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

◖ ἨṖױ ΐ Α对格式

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

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

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

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 ױἨױ ΐ ῊΑ悬赏人以公开

方式声明对完成特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的,完成该行

为的人可以请求其支付。



ᴒ ΐ ᵑΑ当事人在订立合

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对方损失的,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

供虚假情况;

(三)有其他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

ᴒ ֦ ΐ ᴊᴨᶻ ứΑ当事人在מ

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或者其他应当保密

的信息,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

用;泄露、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或者信息,造成对

方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ᾝᾠ Ụ

ᴒ ᴋ ΐᾝᾠ Α依法成立的

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

有约定的除外。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

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未办理批准等手续影响合同

生效的,不影响合同中履行报批等义务条款以及相关



条款的效力。应当办理申请批准等手续的当事人未

履行义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承担违反该义务的责任。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合同的变更、转让、

解除等情形应当办理批准等手续的,适用前款规定。

ᴒ ֫ ΐ ᵄ ᴨ ᵄ ᾝᾠ

Α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

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或者接受相对人履行的,

视为对合同的追认。

ᴒ ◖ ΐ ᾝᾠ ỤΑ法人

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

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外,

该代表行为有效,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发生效力。

ᴒ ᴒ ΐ ♃ ᾝᾠ

ỤΑ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应当依

照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和本编的有关规定确定,

不得仅以超越经营范围确认合同无效。

ᴒ Ṙ ΐṌ ỤΑ合同中的下

列免责条款无效:



(一)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

(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ᴒ ֨ ΐᴉ ṿ ỤΑ合同不

生效、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有关

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

ᴒ Ṗ ΐᾝᾠ Ụ Α本编对

合同的效力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第一编第六章的有

关规定。

◖ ᾝᾠ

ᴒ ױ ΐᾝᾠ ὣẴΑ当事人应

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

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

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ᴒ ֦Ἠ ΐᾝᾠ ֯

Α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

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相关条

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ᴒ ֦Ἠ֦ ΐᾝᾠ ֯ Α

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据前条规定仍

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一)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履

行;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按照推荐性国家标准履行;

没有推荐性国家标准的,按照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

的特定标准履行。

(二)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

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

府指导价的,依照规定履行。

(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

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

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四)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

权人也可以随时请求履行,但是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

备时间。



(五)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

的的方式履行。

(六)履行费用的负担不明确的,由履行义务一方

负担;因债权人原因增加的履行费用,由债权人负担。

ᴒ ֦Ἠᴋ ΐ ᾝᾠ ᴛᴾ Α

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的标的为交

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人的签收时

间为交付时间。电子合同的标的为提供服务的,生成

的电子凭证或者实物凭证中载明的时间为提供服务

时间;前述凭证没有载明时间或者载明时间与实际提

供服务时间不一致的,以实际提供服务的时间为准。

电子合同的标的物为采用在线传输方式交付的,

合同标的物进入对方当事人指定的特定系统且能够

检索识别的时间为交付时间。

电子合同当事人对交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方

式、时间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ᴒ ֦Ἠ֫ ΐ ᵐͻ ᵐΑ

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在合同约定的交付

期限内政府价格调整时,按照交付时的价格计价。逾



期交付标的物的,遇价格上涨时,按照原价格执行;价

格下降时,按照新价格执行。逾期提取标的物或者逾

期付款的,遇价格上涨时,按照新价格执行;价格下降

时,按照原价格执行。

ᴒ ֦Ἠ◖ ΐ ׆Ḓן ᴍ

֯ Α以支付金钱为内容的债,除法律

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债权人可以请求债

务人以实际履行地的法定货币履行。

ᴒ ֦Ἠᴒ ΐ ׆Ḓן ְ

Α标的有多项而债务人只需履行其中一项的,债

务人享有选择权;但是,法律另有规定、当事人另有约

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

享有选择权的当事人在约定期限内或者履行期

限届满未作选择,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选择的,

选择权转移至对方。

ᴒ ֦ἨṘ ΐ ᶕ Α当事

人行使选择权应当及时通知对方,通知到达对方时,标

的确定。标的确定后不得变更,但是经对方同意的除

外。



可选择的标的发生不能履行情形的,享有选择权

的当事人不得选择不能履行的标的,但是该不能履行

的情形是由对方造成的除外。

ᴒ ֦Ἠ֨ ΐ ᵒןḒΑ债权人为二人

以上,标的可分,按照份额各自享有债权的,为按份债

权;债务人为二人以上,标的可分,按照份额各自负担

债务的,为按份债务。

按份债权人或者按份债务人的份额难以确定的,

视为份额相同。

ᴒ ֦ἨṖ ΐ ḒΑ债权人为二人ן

以上,部分或者全部债权人均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

务的,为连带债权;债务人为二人以上,债权人可以请

求部分或者全部债务人履行全部债务的,为连带债务。

连带债权或者连带债务,由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

约定。

ᴒ ֦Ἠױ ΐ Ḓứᴨ ᵒ ὲ

Ḥ Α连带债务人之间的份额难以确定的,视为份

额相同。



实际承担债务超过自己份额的连带债务人,有权

就超出部分在其他连带债务人未履行的份额范围内

向其追偿,并相应地享有债权人的权利,但是不得损害

债权人的利益。其他连带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可

以向该债务人主张。

被追偿的连带债务人不能履行其应分担份额的,

其他连带债务人应当在相应范围内按比例分担。

ᴒ ᴋἨ ΐ Ḓứ ᴼ ỤΑ部分连

带债务人履行、抵销债务或者提存标的物的,其他债

务人对债权人的债务在相应范围内消灭;该债务人可

以依据前条规定向其他债务人追偿。

部分连带债务人的债务被债权人免除的,在该连

带债务人应当承担的份额范围内,其他债务人对债权

人的债务消灭。

部分连带债务人的债务与债权人的债权同归于

一人的,在扣除该债务人应当承担的份额后,债权人对

其他债务人的债权继续存在。

债权人对部分连带债务人的给付受领迟延的,对

其他连带债务人发生效力。



ᴒ ᴋἨ֦ ΐ Ḓ ṩ Ṝ ὲ

Α连带债权人之间的份额难以确定的,视为份

额相同。

实际受领债权的连带债权人,应当按比例向其他

连带债权人返还。

连带债权参照适用本章连带债务的有关规定。

ᴒ ᴋἨᴋ ΐᾥ ֫ᴨ ᾝᾠΑ当

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债务人未向第

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向债

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

债务人向其履行债务,第三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

绝,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

约定的,第三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债务人

对债权人的抗辩,可以向第三人主张。

ᴒ ᴋἨ֫ ΐ ֫ᴨ ᾝᾠΑ当

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第三人不履行

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债务人应当向债权

人承担违约责任。



ᴒ ᴋἨ◖ ΐ ֫ᴨ Ḥ ẴΑ债务人

不履行债务,第三人对履行该债务具有合法利益的,第

三人有权向债权人代为履行;但是,根据债务性质、按

照当事人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只能由债务人履行

的除外。

债权人接受第三人履行后,其对债务人的债权转

让给第三人,但是债务人和第三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ᴒ ᴋἨᴒ ΐᾠ Α当事人

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

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一方在对方

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

ᴒ ᴋἨṘ ΐṉ Α当事人互

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应当先履行债务一方未履行

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请求。先履行一方履

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

履行请求。

ᴒ ᴋἨ֨ ΐ֯ Α应当先履行

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可以中止履行:



(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

(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

(三)丧失商业信誉;

(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

形。

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

责任。

ᴒ ᴋἨṖ ΐ ᶕ֯ Α当事人

依据前条规定中止履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对方

提供适当担保的,应当恢复履行。中止履行后,对方在

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且未提供适当担保的,视

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中止履行的一

方可以解除合脚可ᢅ以꼉 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ᴒ ᴋἨ ΐ债 人 鳽Ɏ合或者㾆㐲没有通知债务人, 履行债务ⶣ真 的,债务人 ệ中止履行或者⌈焉的 提 。



ᴒ ֫Ἠ ΐḒứᴨ ỏ ḒứΑ债权

人可以拒绝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但是提前履行不损

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

务人负担。

ᴒ ֫Ἠ֦ ΐḒứᴨ ẩ ḒứΑ债

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但是部分履行不

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

务人负担。

ᴒ ֫Ἠᴋ ΐ ᴊᴨὺἔ ᾝᾠ

’Α合同生效后,当事人不得因姓名、名称的变更

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办人的变动而不履行

合同义务。

ᴒ ֫Ἠ֫ ΐ Ỷὺ Α合同成立后,合

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

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

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可以



与对方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

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案件的实际情

况,根据公平原则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ᴒ ֫Ἠ◖ ΐᾝᾠ Α对当事人利用

合同实施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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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从权利存在诉讼时效期间即将届满或者未及时

申报破产债权等情形,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

人可以代位向债务人的相对人请求其向债务人履行、

向破产管理人申报或者作出其他必要的行为。

ᴒ ֫Ἠ֨ ΐḒ ᴨᵄᵶ ᶕ Α

人民法院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债务人的相对人向债

权人履行义务,债权人接受履行后,债权人与债务人、

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相应的权利义务终止。债务人

对相对人的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被采取

保全、执行措施,或者债务人破产的,依照相关法律的

规定处理。

ᴒ ֫ἨṖ ΐ Ḥ ẩ Ḓ ᴨ

ᶕΑ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

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

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

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ᴒ ֫Ἠױ ΐ֯ᾝ ᵐ ᴛ Ḓ

ᴨ ᶕΑ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

产、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或者为他人



的债务提供担保,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债务人的相

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

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ᴒ ◖Ἠ ΐḒ ᴨ ᶕ ♃ᵆὲ

Α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

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ᴒ ◖Ἠ֦ ΐḒ ᴨ Α

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

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ᴒ ◖Ἠᴋ ΐḒ ᴨ ᶕ Α

债务人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行为被撤销的,自始

没有法律约束力。

Ṙ ᾝᾠ ὺ ῭

ᴒ ◖Ἠ֫ ΐἰ ὺ ᾝᾠΑ当事人协

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

ᴒ ◖Ἠ◖ ΐὺ ֯ ו ὺ Α

当事人对合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

更。



ᴒ ◖Ἠᴒ ΐḒ Α债权人可以将

债权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是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除外:

(一)根据债权性质不得转让;

(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

(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

当事人约定非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不得对抗善

意第三人。当事人约定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不得对

抗第三人。

ᴒ ◖ἨṘ ΐḒ Α债权人转

让债权,未通知债务人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债权转让的通知不得撤销,但是经受让人同意的

除外。

ᴒ ◖Ἠ֨ ΐḒ ᴷ ẻ֦ ὺ

ỬΑ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

权利,但是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

受让人取得从权利不因该从权利未办理转移登

记手续或者未转移占有而受到影响。



ᴒ ◖ἨṖ ΐḒ Ḓứᴨ Α

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

可以向受让人主张。

ᴒ ◖Ἠױ ΐḒ Ḓứᴨ 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一)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

人享有债权,且债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

者同时到期;

(二)债务人的债权与转让的债权是基于同一合同

产生。

ᴒ ᴒἨ ΐḒ Ứ

Α因债权转让增加的履行费用,由让与人负担。

ᴒ ᴒἨ֦ ΐḒứ Α债务人将债务

的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

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可以催告债权人在合理期限

内予以同意,债权人未作表示的,视为不同意。

ᴒ ᴒἨᴋ ΐ Ḓứ Α第三人

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向

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



确拒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

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

ᴒ ᴒἨ֫ ΐḒứ Ḓứᴨ

Α债务人转移债务的,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

对债权人的抗辩;原债务人对债权人享有债权的,新债

务人不得向债权人主张抵销。

ᴒ ᴒἨ◖ ΐḒứ ᴷḒứ֦

Α债务人转移债务的,新债务人应当承担与主债务

有关的从债务,但是该从债务专属于原债务人自身的

除外。

ᴒ ᴒἨᴒ ΐᾝᾠ ẻמứ֦ Α

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

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

ᴒ ᴒἨṘ ΐᾝᾠ ẻמứ֦

Α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的,适用债权

转让、债务转移的有关规定。

֨ ᾝᾠ ẻמứ

ᴒ ᴒἨ֨ ΐḒ Ḓứ Α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债权债务终止:



(一)债务已经履行;

(二)债务相互抵销;

(三)债务人依法将标的物提存;

(四)债权人免除债务;

(五)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

(六)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

合同解除的,该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

ᴒ ᴒἨṖ ΐḒ Ḓứ ᾢ ứΑמ

债权债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等原则,根据交

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旧物回收等义务。

ᴒ ᴒἨױ ΐḒ ᴷ ẻ Α债权

债务终止时,债权的从权利同时消灭,但是法律另有规

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ᴒ ṘἨ ΐḒ Ḥ Α债务人

对同一债权人负担的数项债务种类相同,债务人的给

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由债

务人在清偿时指定其履行的债务。

债务人未作指定的,应当优先履行已经到期的债

务;数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履行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



者担保最少的债务;均无担保或者担保相等的,优先履

行债务人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

的先后顺序履行;到期时间相同的,按照债务比例履行。

ᴒ ṘἨ֦ ΐ ͻẻ Ḓứז῭

Α债务人在履行主债务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

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

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当按照下列顺序履行:

(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

(二)利息;

(三)主债务。

ᴒ ṘἨᴋ ΐᾝᾠ Α当事人协

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事由。解除合

同的事由发生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ᴒ ṘἨ֫ ΐᾝᾠ Α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

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

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

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当事人

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

方。

ᴒ ṘἨ◖ ΐ ᶕ Α法律规

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

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

期限,自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

一年内不行使,或者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

使的,该权利消灭。

ᴒ ṘἨᴒ ΐᾝᾠ Α当事人一

方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

到达对方时解除;通知载明债务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履

行债务则合同自动解除,债务人在该期限内未履行债



务的,合同自通知载明的期限届满时解除。对方对解

除合同有异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请求人民法

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行为的效力。

当事人一方未通知对方,直接以提起诉讼或者申

请仲裁的方式依法主张解除合同,人民法院或者仲裁

机构确认该主张的,合同自起诉状副本或者仲裁申请

书副本送达对方时解除。

ᴒ ṘἨṘ ΐᾝᾠ ỤΑ合同解

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

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请求赔偿损失。

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

担违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主合同解除后,担保人对债务人应当承担的民事

责任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但是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

除外。

ᴒ ṘἨ֨ ΐᾝᾠ ᾢ Ṝ ῭

ỤΑ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不影响合同

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



ᴒ ṘἨṖ ΐḒứ Α当事人互

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

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到期债务抵销;但是,根据

债务性质、按照当事人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不得

抵销的除外。

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

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ᴒ ṘἨױ ΐḒứ Α当事人互

负债务,标的物种类、品质不相同的,经协商一致,也

可以抵销。

ᴒ ֨Ἠ ΐ ᵏΑ有下列

情形之一,难以履行债务的,债务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

(一)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

(二)债权人下落不明;

(三)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遗产管理人,或

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

(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标的物不适于提存或者提存费用过高的,债务人

依法可以拍卖或者变卖标的物,提存所得的价款。



ᴒ ֨Ἠ֦ ΐ ὲ Ḓứᴨ

ỤΑ债务人将标的物或者将标的物依法拍卖、变

卖所得价款交付提存部门时,提存成立。

提存成立的,视为债务人在其提存范围内已经交

付标的物。

ᴒ ֨Ἠᴋ ΐ Α标的物提存后,

债务人应当及时通知债权人或者债权人的继承人、

遗产管理人、监护人、财产代管人。

ᴒ ֨Ἠ֫ ΐ Ḓ ᴨ ỤΑ标的

物提存后,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债权人承担。提存期

间,标的物的孳息归债权人所有。提存费用由债权人

负担。

ᴒ ֨Ἠ◖ ΐ ό ὲό

Α债权人可以随时领取提存物。但是,债权人对债

务人负有到期债务的,在债权人未履行债务或者提供

担保之前,提存部门根据债务人的要求应当拒绝其领

取提存物。

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存之日起五年内

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



但是,债权人未履行对债务人的到期债务,或者债权人

向提存部门书面表示放弃领取提存物权利的,债务人

负担提存费用后有权取回提存物。

ᴒ ֨Ἠᴒ ΐḒứṌ Α债权人免除债

务人部分或者全部债务的,债权债务部分或者全部终

止,但是债务人在合理期限内拒绝的除外。

ᴒ ֨ἨṘ ΐḒ Ḓứ ᾠΑ债权和债

务同归于一人的,债权债务终止,但是损害第三人利益

的除外。

Ṗ ᵑ

ᴒ ֨Ἠ֨ ΐ ᵑΑ当事人一方不

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

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

责任。

ᴒ ֨ἨṖ ΐ ᵑΑ当事人一

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义务

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ᴒ ֨Ἠױ ΐ Ḓứ ᵑΑ

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

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

ᴒ ṖἨ ΐ Ḓứ ᵑὲ

ᵑΑ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

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对方可以请求履行,但是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

(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

高;

(三)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请求履行。

有前款规定的除外情形之一,致使不能实现合同

目的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

求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但是不影响违约责任的承

担。

ᴒ ṖἨ֦ ΐ ᵄ Α当事人一方不

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根据债务的性质

不得强制履行的,对方可以请求其负担由第三人替代

履行的费用。



ᴒ ṖἨᴋ ΐ ᵑΑ履行

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

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

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请求对方承担修

理、重作、更换、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

责任。

ᴒ ṖἨ֫ ΐ Ḥ ᵑΑ当事

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

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

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ᴒ ṖἨ◖ ΐ Ḥ ♃Α当事人一

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

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

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是,不得

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

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ᴒ ṖἨᴒ ΐ Α当事人可以约定

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



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

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

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约定的违

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

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ᴒ ṖἨṘ ΐ ᶻΑ当事人可以约

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定金合同

自实际交付定金时成立。

定金的数额由当事人约定;但是,不得超过主合同

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超过部分不产生定金的效力。

实际交付的定金数额多于或者少于约定数额的,视为

变更约定的定金数额。

ᴒ ṖἨ֨ ΐ ẴΑ债务人履行债

务的,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

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

合同目的的,无权请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



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致使不能实现合同

目的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ᴒ ṖἨṖ ΐ ְ ᾝ

ᵑΑ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

对方可以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

定金不足以弥补一方违约造成的损失的,对方可

以请求赔偿超过定金数额的损失。

ᴒ ṖἨױ ΐ ό ῭ό Α债

务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

的,债务人可以请求债权人赔偿增加的费用。

在债权人受领迟延期间,债务人无须支付利息。

ᴒ Ἠױ ΐ֯ᾌ ỤΑ当事人一方因不

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

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不可

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

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免除其违

约责任。



ᴒ Ἠ֦ױ ΐẍ ẴΑ当事人一方违

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

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

赔偿。

当事人因防止损失扩大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违

约方负担。

ᴒ Ἠᴋױ ΐὴ ῭ְ Α当

事人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对损失的发

生有过错的,可以减少相应的损失赔偿额。

ᴒ Ἠ֫ױ ΐ ֫ᴨὣ◦

ᵑ Α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

的,应当依法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

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处理。

ᴒ ◖Ἠױ ΐ♇ ᾝᾠ ῭

ᵌ Α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

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四年。

ᴋẩ ṡ+ᾝᾠ



ױ ᴃἵᾝᾠ

ᴒ Ἠᴒױ ΐᴃἵᾝᾠ Α买卖合同מ

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

价款的合同。

ᴒ ἨṘױ ΐᴃἵᾝᾠ Α买卖合同

的内容一般包括标的物的名称、数量、质量、价款、

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包装方式、检验标准

和方法、结算方式、合同使用的文字及其效力等条

款。

ᴒ Ἠ֨ױ ΐ ẩ ỤΑ因出卖人

未取得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夀Բ使使支分

价

处愀有检

容

行因等的能 有 验使蘀 装 有式、 卖因款夀 称、
支蘀支蘀 条

、Ԝ̀ԣ
̓鐀॒Ԁ ̈́

价款所 称、得检的 称、
支量 方支

的所数量能夀Բ



ᴒ ױἨױ ΐẠἵᴨᴛᴾ Ṝἴ ῭

ứΑ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或者交易习惯向买受מ

人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以外的有关单证和资料。

Ṙ ΐ ᴞ Α出卖具有知识产

权的标的物的,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

外,该标的物的知识产权不属于买受人。

Ṙ ֦ ΐ ᴛᴾ Α出卖人应

当按照约定的时间交付标的物。约定交付期限的,出

卖人可以在该交付期限内的任何时间交付。

Ṙ ᴋ ΐ ᴛᴾ ֯

Α当事人没有约定标的物的交付期限或者约定不

明确的,适用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第五百一十一条第

四项的规定。

Ṙ ֫ ΐ ᴛᴾⱩ Α出卖人应

当按照约定的地点交付标的物。

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

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

定:



(一)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

付给第一承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

(二)标的物不需要运输,出卖人和买受人订立合

同时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出卖人应当在该地点

交付标的物;不知道标的物在某一地点的,应当在出卖

人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交付标的物。

Ṙ ◖ ΐ ͻ

ẴΑ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

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是法

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Ṙ ᴒ ΐ ᴛᴾ Α

因买受人的原因致使标的物未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

的,买受人应当自违反约定时起承担标的物毁损、灭

失的风险。

Ṙ Ṙ ΐ ᴃἵ׆

Α出卖人出卖交由承运人运输的在途标的物,除当

事人另有约定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自合同成立时起

由买受人承担。



Ṙ ֨ ΐ Α

出卖人按照约定将标的物运送至买受人指定地点并

交付给承运人后,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

承担。

当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

本法第六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标的物需要

运输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后,标的物

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

Ṙ Ṗ ΐᴃόᴨ֯ ὸ

Α出卖人按照约定或者依据本法第六百零三条

第二款第二项的规定将标的物置于交付地点,买受人

违反约定没有收取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自违

反约定时起由买受人承担。

Ṙ ױ ΐ ᴛᴾἴ ͻ ֯ ’

Α出卖人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标的物的单证

和资料的,不影响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的转移。

Ṙ ֦Ἠ ΐẠἵᴨ Α

因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

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



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

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

Ṙ ֦Ἠ֦ ΐᴃόᴨ ְẠἵᴨ

ᵑṜ Α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

承担的,不影响因出卖人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买受人

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Ṙ ֦Ἠᴋ ΐẠἵᴨ ẻ ᶻמứΑ

出卖人就交付的标的物,负有保证第三人对该标的物

不享有任何权利的义务,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Ṙ ֦Ἠ֫ ΐẠἵᴨ ẻ ᶻמứ

Ṍ Α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三人

对买卖的标的物享有权利的,出卖人不承担前条规定

的义务。

Ṙ ֦Ἠ◖ ΐᴃόᴨ ׆ ᴾᵐ Α

买受人有确切证据证明第三人对标的物享有权利的,

可以中止支付相应的价款,但是出卖人提供适当担保

的除外。

Ṙ ֦Ἠᴒ ΐ Α出卖

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



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

说明的质量要求。

Ṙ ֦ἨṘ ΐ ֯

Α当事人对标的物的质量要求没有约定或者约

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

的,适用本法第五百一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Ṙ ֦Ἠ֨ ΐ ᶻ ᵑΑ出卖

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依据

本法第五百八十二条至第五百八十四条的规定请求

承担违约责任。

Ṙ ֦ἨṖ ΐẍ Ṍ ᶻ

ᵑ ᶚ Α当事人约定减轻或者免除出卖人对标的

物瑕疵承担的责任,因出卖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不告

知买受人标的物瑕疵的,出卖人无权主张减轻或者免

除责任。

Ṙ ֦Ἠױ ΐ Ἅ Α出卖人

应当按照约定的包装方式交付标的物。对包装方式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

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按照通用的方式包装;没有通



用方式的,应当采取足以保护标的物且有利于节约资

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包装方式。

Ṙ ᴋἨ ΐᴃόᴨ ứΑ买受人מ

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限内检验。没有

约定检验期限的,应当及时检验。

Ṙ ᴋἨ֦ ΐᴃόᴨ ứΑ当事מ

人约定检验期限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限内将标的

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

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

约定。

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限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

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

合理期限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限内未通

知或者自收到标的物之日起二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

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但是,对标的物

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不适用该二年的规

定。

出卖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标的物不符合

约定的,买受人不受前两款规定的通知时间的限制。



Ṙ ᴋἨᴋ ΐ Α

当事人约定的检验期限过短,根据标的物的性质和交

易习惯,买受人在检验期限内难以完成全面检验的,该

期限仅视为买受人对标的物的外观瑕疵提出异议的

期限。

约定的检验期限或者质量保证期短于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期限的,应当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期

限为准。

Ṙ ᴋἨ֫ ΐ Α

当事人对检验期限未作约定,买受人签收的送货单、

确认单等载明标的物数量、型号、规格的,推定买受

人已经对数量和外观瑕疵进行检验,但是有相关证据

足以推翻的除外。

Ṙ ᴋἨ◖ ΐᾥ ֫ᴨ ֭

ẈΑ出卖人依照买受人的指示向第三人交付标

的物,出卖人和买受人约定的检验标准与买受人和第

三人约定的检验标准不一致的,以出卖人和买受人约

定的检验标准为准。



Ṙ ᴋἨᴒ ΐẠἵᴨ◘ ứΑ依照法מ

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标的物

在有效使用年限届满后应予回收的,出卖人负有自行

或者委托第三人对标的物予以回收的义务。

Ṙ ᴋἨṘ ΐᴃόᴨ ᴾᵐ ῭

Α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和支付方式支付

价款。对价款的数额和支付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

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第五百一十一条

第二项和第五项的规定。

Ṙ ᴋἨ֨ ΐᴃόᴨ ᴾᵐ Ⱪ Α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支付价款。对支付地点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

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出卖人的营业地支

付;但是,约定支付价款以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

的物单证为条件的,在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

物单证的所在地支付。

Ṙ ᴋἨṖ ΐᴃόᴨ ᴾᵐ Α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



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

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

Ṙ ᴋἨױ ΐẠἵᴨ ᴛ Α

出卖人多交标的物的,买受人可以接收或者拒绝接收

多交的部分。买受人接收多交部分的,按照约定的价

格支付价款;买受人拒绝接收多交部分的,应当及时通

知出卖人。

Ṙ ֫Ἠ ΐ Α标的物

在交付之前产生的孳息,归出卖人所有;交付之后产生

的孳息,归买受人所有。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Ṙ ֫Ἠ֦ ΐᴷ ְᾝᾠ Α因标的

物的主物不符合约定而解除合同的,解除合同的效力

及于从物。因标的物的从物不符合约定被解除的,解

除的效力不及于主物。

Ṙ ֫Ἠᴋ ΐ ᾠ Ạἵ ᾝᾠ

Α标的物为数物,其中一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可

以就该物解除。但是,该物与他物分离使标的物的价

值显受损害的,买受人可以就数物解除合同。



Ṙ ֫Ἠ֫ ΐẩ ᴛᴾ ᾝᾠ

Α出卖人分批交付标的物的,出卖人对其中一批标

的物不交付或者交付不符合约定,致使该批标的物不

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就该批标的物解除。

出卖人不交付其中一批标的物或者交付不符合

约定,致使之后其他各批标的物的交付不能实现合同

目的的,买受人可以就该批以及之后其他各批标的物

解除。

买受人如果就其中一批标的物解除,该批标的物

与其他各批标的物相互依存的,可以就已经交付和未

交付的各批标的物解除。

Ṙ ֫Ἠ◖ ΐẩ ᴾ ᴃἵᾝᾠΑ分期

付款的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数额达到全部价款

的五分之一,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到期价

款的,出卖人可以请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

合同。

出卖人解除合同的,可以向买受人请求支付该标

的物的使用费。



Ṙ ֫Ἠᴒ ΐẕ ‐ᴃἵᾝᾠΑ凭样品

买卖的当事人应当封存样品,并可以对样品质量予以

说明。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应当与样品及其说明的

质量相同。

Ṙ ֫ἨṘ ΐẕ ‐ᴃἵᾝᾠ

Α凭样品买卖的买受人不知道样品有隐蔽瑕

疵的,即使交付的标的物与样品相同,出卖人交付的标

的物的质量仍然应当符合同种物的通常标准。

Ṙ ֫Ἠ֨ ΐ ᴃἵ Α试

用买卖的当事人可以约定标的物的试用期限。对试

用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

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由出卖人确定。

Ṙ ֫ἨṖ ΐ ᴃἵ ỤΑ试用买

卖的买受人在试用期内可以购买标的物,也可以拒绝

购买。试用期限届满,买受人对是否购买标的物未作

表示的,视为购买。

试用买卖的买受人在试用期内已经支付部分价

款或者对标的物实施出卖、出租、设立担保物权等

行为的,视为同意购买。





出卖人可以与买受人协商取回标的物;协商不成

的,可以参照适用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

Ṙ ◖Ἠ֫ ΐᴃόᴨ ◘ Α出卖人

依据前条第一款的规定取回标的物后,买受人在双方

约定或者出卖人指定的合理回赎期限内,消除出卖人

取回标的物的事由的,可以请求回赎标的物。

买受人在回赎期限内没有回赎标的物,出卖人可

以以合理价格将标的物出卖给第三人,出卖所得价款

扣除买受人未支付的价款以及必要费用后仍有剩余

的,应当返还买受人;不足部分由买受人清偿。

Ṙ ◖Ἠ◖ ΐ ᴃἵΑ招标投标

买卖的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招标投标程序等,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Ṙ ◖Ἠᴒ ΐ ἵΑ拍卖的当事人的权

利和义务以及拍卖程序等,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

Ṙ ◖ἨṘ ΐᴃἵᾝᾠẈ ᴍ ḤᾝᾠΑ

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

的,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Ṙ ◖Ἠ֨ ΐᴐ ᾝᾠΑ当事人约定易

货交易,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的,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

有关规定。

Ἠ ᶠ ͻ ͻ ͻ Ụᾝᾠ

Ṙ ◖ἨṖ ΐᶠ ᾝᾠ ὲמ ề

ứΑ供用电合同是供电人向用电人供电,用电人מ

支付电费的合同。

向社会公众供电的供电人,不得拒绝用电人合理

的订立合同要求。

Ṙ ◖Ἠױ ΐᶠ ᾝᾠṩ Α供用电

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供电的方式、质量、时间,用电

容量、地址、性质,计量方式,电价、电费的结算方式,

供用电设施的维护责任等条款。

Ṙ ᴒἨ ΐᶠ ᾝᾠ ⱩΑ供用电

合同的履行地点,按照当事人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或

者约定不明确的,供电设施的产权分界处为履行地点。

Ṙ ᴒἨ֦ ΐᶠ ᴨ ṕᶠ ứΑמ

供电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供电质量标准和约定安



全供电。供电人未按照国家规定的供电质量标准和

约定安全供电,造成用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Ṙ ᴒἨᴋ ΐᶠ ᴨ׆ ᶠ

ứΑ供电人因供电设施计划检修、临时检修、依מ

法限电或者用电人违法用电等原因,需要中断供电时,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事先通知用电人;未事先通知

用电人中断供电,造成用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Ṙ ᴒἨ֫ ΐᶠ ᴨ ứΑ因自מ᷅

然灾害等原因断电,供电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

时抢修;未及时抢修,造成用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Ṙ ᴒἨ◖ ΐ ᴨ ᴛᴾ ứΑמ

用电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及时

支付电费。用电人逾期不支付电费的,应当按照约定

支付违约金。经催告用电人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

电费和违约金的,供电人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中

止供电。



供电人依据前款规定中止供电的,应当事先通知

用电人。

Ṙ ᴒἨᴒ ΐ ᴨ ṕ ứΑמ

用电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当事人的约定安全、

节约和计划用电。用电人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当

事人的约定用电,造成供电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Ṙ ᴒἨṘ ΐᶠ ͻᶠ ͻᶠ

Ụᾝᾠ Ὧ Α供用水、供用气、供用热力合

同,参照适用供用电合同的有关规定。

Ἠ֦ ְᾝᾠ

Ṙ ᴒἨ֨ ΐ ְᾝᾠ Α赠与合同מ

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

接受赠与的合同。

Ṙ ᴒἨṖ ΐ ְᴨᵑ ὲṟ

ềΑ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

与。



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

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

同,不适用前款规定。

Ṙ ᴒἨױ ΐ ְ ᴞỦ Ṝ

Α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或者其他手续的,

应当办理有关手续。

Ṙ ṘἨ ΐό ᴨ ᴛᴾ ᵆὲ

ְᴨ Ḥ ᵑΑ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

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

性质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的,受赠人可

以请求交付。

依据前款规定应当交付的赠与财产因赠与人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毁损、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Ṙ ṘἨ֦ ΐ ứמ ְᾝᾠΑ赠与可

以附义务。

赠与附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

Ṙ ṘἨᴋ ΐ ְᴨ ᶻ ᵑΑ赠

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不承担责任。附义务的赠



与,赠与的财产有瑕疵的,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度内承

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

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疵或者保证无瑕疵,造成受

赠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Ṙ ṘἨ֫ ΐ ְᴨ ὲṟ

ᶕ Α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

销赠与:

(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

益;

(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

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Ṙ ṘἨ◖ ΐ ְᴨ ᴨ ᵄ

ᴨ Α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

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

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

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权,自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



Ṙ ṘἨᴒ ΐ ְ ᾢ Α撤

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请求返还赠与的财

产。

Ṙ ṘἨṘ ΐ ְᴨ ♁ Α赠与人

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

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Ἠᴋ Ḉ ᾝᾠ

Ṙ ṘἨ֨ ΐḈ ᾝᾠ Α借款合同מ

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

合同。

Ṙ ṘἨṖ ΐḈ ᾝᾠ ῭ṩ Α借

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但是自然人之间借款另有

约定的除外。

借款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种类、币种、用

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条款。

Ṙ ṘἨױ ΐḈ ᴨ ᶠ Ẁ

ứΑ订立借款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מ

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



Ṙ ֨Ἠ ΐḈ ẻ ֯ ṉ Α借

款的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预先在本金

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

息。

Ṙ ֨Ἠ֦ ΐ ᴨ ᶠḈ

ᵆὲḈ ᴨ ὸḈ ᾢ Α贷款人

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提供借款,造成借款人损失

的,应当赔偿损失。

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收取借款的,应

当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支付利息。

Ṙ ֨Ἠᴋ ΐ ᴨ ͻ Α

贷款人按照约定可以检查、监督借款的使用情况。

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向贷款人定期提供有关财务会

计报表或者其他资料。

Ṙ ֨Ἠ֫ ΐḈ ᴨ ᶕ

Ḉ ᵑΑ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

借款的,贷款人可以停止发放借款、提前收回借款或

者解除合同。



Ṙ ֨Ἠ◖ ΐḈ ᴨ ᴾẻ Α

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对支付利息

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

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借款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

返还借款时一并支付;借款期间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

届满一年时支付,剩余期间不满一年的,应当在返还借

款时一并支付。

Ṙ ֨Ἠᴒ ΐḈ ᴨ Ḉ Α

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

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

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

Ṙ ֨ἨṘ ΐḈ ᴨ Ḉ

ᵑΑ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

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

Ṙ ֨Ἠ֨ ΐḈ ᴨ ỏ Ḉ Α借

款人提前返还借款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应当按照

实际借款的期间计算利息。



Ṙ ֨ἨṖ ΐḈ Α借款人可以在

还款期限届满前向贷款人申请展期;贷款人同意的,可

以展期。

Ṙ ֨Ἠױ ΐ ᴨן Ḉ ᾝᾠ

Α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

时成立。

Ṙ ṖἨ ΐ ẻ ᵆὲ Ḉ ẻ

Α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

有关规定。

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

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当事人不能达

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

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

的,视为没有利息。

Ἠ֫ ᶻ ᾝᾠ

֦ ֦

Ṙ ṖἨ֦ ΐᶻ ᾝᾠ Α保证合同מ

是为保障债权的实现,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



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保证

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合同。

Ṙ ṖἨᴋ ΐᶻ ᾝᾠ ᴷ ὲᶻ

ᾝᾠ ᾢ Α保证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

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保证合同无效,但

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保证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保证人、债权

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

任。

Ṙ ṖἨ֫ ΐ֯ ᵑᶻ ᴨ ᵻז

♃Α机关法人不得为保证人,但是经国务院批准为使

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

以公益为目的的非营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不得

为保证人。

Ṙ ṖἨ◖ ΐᶻ ᾝᾠṩ Α保证合同

的内容一般包括被保证的主债权的种类、数额,债务

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保证的方式、范围和期间等条款。



Ṙ ṖἨᴒ ΐᶻ ᾝᾠ Α保证合同

可以是单独订立的书面合同,也可以是主债权债务合

同中的保证条款。

第三人单方以书面形式向债权人作出保证,债权

人接收且未提出异议的,保证合同成立。

Ṙ ṖἨṘ ΐᶻ Α保证的方式包

括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

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Ṙ ṖἨ֨ ΐ֦ ᶻ ᴨṉ Α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

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

前,有权拒绝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除外:

(一)债务人下落不明,且无财产可供执行;

(二)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



(三)债权人有证据证明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履行

全部债务或者丧失履行债务能力;

(四)保证人书面表示放弃本款规定的权利。

Ṙ ṖἨṖ ΐ ᵑᶻ Α当事人在

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和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

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

债务,也可以请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

任。

Ṙ ṖἨױ ΐή ᶻΑ保证人可以要求

债务人提供反担保。

Ṙ Ἠױ ΐ ᶻ ᾝᾠΑ保证人与

债权人可以协商订立最高额保证的合同,约定在最高

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债权提供保证。

最高额保证除适用本章规定外,参照适用本法第

二编最高额抵押权的有关规定。

ᴋ ᶻ ᵑ



Ṙ Ἠ֦ױ ΐᶻ ♃Α保证的范围包

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

权的费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Ṙ Ἠᴋױ ΐᶻ Α保证期间是确

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和

延长。

债权人与保证人可以约定保证期间,但是约定的

保证期间早于主债务履行期限或者与主债务履行期

限同时届满的,视为没有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

债权人与债务人对主债务履行期限没有约定或

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期间自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

债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Ṙ Ἠ֫ױ ΐᶻ ᵑṌ Α一般保证

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

仲裁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请求保证

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Ṙ ◖Ἠױ ΐᶻ Ḓứ Α一般

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对债务人提起诉讼

或者申请仲裁的,从保证人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权利

消灭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

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前请求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从债权人请求保证人承担保

证责任之日起,开始计算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

Ṙ Ἠᴒױ ΐזᾝᾠὺ ᶻ ᵑ

’Α债权人和债务人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协商变更

主债权债务合同内容,减轻债务的,保证人仍对变更后

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加重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

分不承担保证责任。

债权人和债务人变更主债权债务合同的履行期

限,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证期间不受影响。

Ṙ ἨṘױ ΐḒ ᶻ ᵑ ’Α

债权人转让全部或者部分债权,未通知保证人的,该转

让对保证人不发生效力。



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禁止债权转让,债权人未经

保证人书面同意转让债权的,保证人对受让人不再承

担保证责任。

Ṙ Ἠ֨ױ ΐḒứ ᶻ ᵑ ’Α

债权人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允许债务人转移全部或

者部分债务,保证人对未经其同意转移的债务不再承

担保证责任,但是债权人和保证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人加入债务的,保证人的保证责任不受影响。

Ṙ ἨṖױ ΐ֦ ᶻ ᴨᶻ ᵑṌ Α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向债权

人提供债务人可供执行财产的真实情况,债权人放弃

或者怠于行使权利致使该财产不能被执行的,保证人

在其提供可供执行财产的价值范围内不再承担保证

责任。

Ṙ ױἨױ ΐṛᾠᶻ Α同一债务有两

个以上保证人的,保证人应当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

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没有约定保证份额的,债权人

可以请求任何一个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

责任。



֨ ΐᶻ ᴨ Ḥ Α保证人承担保证

责任后,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

的范围内向债务人追偿,享有债权人对债务人的权利,

但是不得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 ֦ ΐᶻ ᴨ Α保证人可以

主张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债务人放弃抗辩的,保

证人仍有权向债权人主张抗辩。

֨ ᴋ ΐᶻ ᴨ Α债务人

对债权人享有抵销权或者撤销权的,保证人可以在相

应范围内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Ἠ◖ ᾝᾠ

֨ ֫ ΐ ᾝᾠ Α租赁合同是מ

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

租金的合同。

֨ ◖ ΐ ᾝᾠז ṩ Α租赁合

同的内容一般包括租赁物的名称、数量、用途、租

赁㣔ᇝ猀䖂䤀赁赁 名䣢将租应的̈́曾↦



֨ ᴒ ΐ Α租赁期限不

得超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

租赁期限届满,当事人可以续订租赁合同;但是,

约定的租赁期限自续订之日起不得超过二十年。

֨ Ṙ ΐ ᾝᾠ

ᾝᾠ Ụ ’Α当事人未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办理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手续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 ֨ ΐ ᾝᾠ Α租赁期限六

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

形式,无法确定租赁期限的,视为不定期租赁。

֨ Ṗ ΐẠ ᴨᴛᴾ ῭ứמ

,ứΑ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מ

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

֨ ױ ΐ ᴨ ᶕ

ứΑ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方法使用租赁物。对מ

租赁物的使用方法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

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租赁

物的性质使用。



֨ ֦Ἠ ΐ ᴨ ᶕ

Ṍ ứΑ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מ

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

偿责任。

֨ ֦Ἠ֦ ΐ ᴨ ᶕ

ᵑΑ承租人未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未根据租

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出租

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请求赔偿损失。

֨ ֦Ἠᴋ ΐẠ ᴨ ứΑ出租人מ᷅

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除外。

֨ ֦Ἠ֫ ΐẠ ᴨ֯ ứמ᷅

ᾢ Α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请求出

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

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因维

修租赁物影响承租人使用的,应当相应减少租金或者

延长租期。

因承租人的过错致使租赁物需要维修的,出租人

不承担前款规定的维修义务。



֨ ֦Ἠ◖ ΐ ᴨ ℮ᶻ מ

ứΑ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租赁物,因保管不善造成租

赁物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Ἠᴒ ΐ ᴨ ℮

ᴼ Α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对租赁物进

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

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

增设他物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恢复原状或者赔

偿损失。

֨ ֦ἨṘ ΐ ᴨ Α承

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人。承

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

效;第三人造成租赁物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

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

合同。

֨ ֦Ἠ֨ ΐ ᴨộᵿ

ỤΑ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将租赁物转

租给第三人,转租期限超过承租人剩余租赁期限的,超



过部分的约定对出租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出租

人与承租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 ֦ἨṖ ΐ Ạ ᴨᾠ Α出

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是在六个月内

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出租人同意转租。

֨ ֦Ἠױ ΐ ᴨᵄᵶ Ḥ Α承

租人拖欠租金的,次承租人可以代承租人支付其欠付

的租金和违约金,但是转租合同对出租人不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除外。

次承租人代为支付的租金和违约金,可以充抵次

承租人应当向承租人支付的租金;超出其应付的租金

数额的,可以向承租人追偿。

֨ ᴋἨ ΐ Α在租赁期

限内因占有、使用租赁物获得的收益,归承租人所有,

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 ᴋἨ֦ ΐ ᴾ Α承租人应

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租金。对支付租金的期限没

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

定仍不能确定,租赁期限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限



届满时支付;租赁期限一年以上的,应当在每届满一年

时支付,剩余期限不满一年的,应当在租赁期限届满时

支付。

֨ ᴋἨᴋ ΐ ᴨ ή ᴾ ứמ

ᾢ Α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支付或者迟延支

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承租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

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 ᴋἨ֫ ΐẠ ᴨ ẻ ᶻ ᵑΑ

因第三人主张权利,致使承租人不能对租赁物使用、

收益的,承租人可以请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

第三人主张权利的,承租人应当及时通知出租人。

֨ ᴋἨ◖ ΐ ᴨ

ᴨᾌᵆ ᾝᾠΑ有下列情形之一,非因承租人

原因致使租赁物无法使用的,承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租赁物被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依法查封、

扣押;

(二)租赁物权属有争议;

(三)租赁物具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使用条

件的强制性规定情形。



֨ ᴋἨᴒ ΐ ὺỬ֯ Α租

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限内发生所有权

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

֨ ᴋἨṘ ΐ ᴨᵝṉ ᴃ Α

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

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

利;但是,房屋按份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或者出租人

将房屋出卖给近亲属的除外。

出租人履行通知义务后,承租人在十五日内未明

确表示购买的,视为承租人放弃优先购买权。

֨ ᴋἨ֨ ΐ ἵ Ẁ֭

ᴨᵝṉ ᴃ Α出租人委托拍卖人拍卖租赁房屋的,

应当在拍卖五日前通知承租人。承租人未参加拍卖

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 ᴋἨṖ ΐ ᴨᵝṉ ᴃ ό

ếᶭ ᾢ Α出租人未通知承租人或者有其

他妨害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情形的,承租人可以请

求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出租人与第三人订立

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不受影响。



֨ ᴋἨױ ΐ֯ᾌ ᴍ ᴨ

ͻ ᾢ Α因不可归责于承租人的

事由,致使租赁物部分或者全部毁损、灭失的,承租人

可以请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因租赁物部分或

者全部毁损、灭失,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承租人

可以解除合同。

֨ ֫Ἠ ΐ ֯

ᾢ Α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

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

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

֨ ֫Ἠ֦ ΐ ֯ᾝ

ᴨ Α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

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

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

֨ ֫Ἠᴋ ΐ ᴨ ᴙ Ṝ

Α承租人在房屋租赁期限内死亡的,与其生

前共同居住的人或者共同经营人可以按照原租赁合

同租赁该房屋。



֨ ֫Ἠ֫ ΐ ᴨ

Α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返

还的租赁物应当符合按照约定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

质使用后的状态。

֨ ֫Ἠ◖ ΐ ᴨ

ᶕ ὲ ᴨ ᵝṉ Α租赁期限

届满,承租人继续使用租赁物,出租人没有提出异议的,

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是租赁期限为不定期。

租赁期限届满,房屋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

承租的权利。

Ἠᴒ ᾝᾠ

֨ ֫Ἠᴒ ΐ ᾝᾠ Α融资מ

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

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

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 ֫ἨṘ ΐ ᾝᾠṩ ῭ Α

融资租赁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租赁物的名称、数量、

规格、技术性能、检验方法,租赁期限,租金构成及其



支付期限和方式、币种,租赁期限届满租赁物的归属

等条款。

融资租赁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 ֫Ἠ֨ ΐ ᾝᾠ Α当事

人以虚构租赁物方式订立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

֨ ֫ἨṖ ΐ ᾌ ᾝᾠ

Ụ ’Α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于租赁物的

经营使用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出租人未取得行政许

可不影响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

֨ ֫Ἠױ ΐ ᴛᴾΑ出

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订立的买

卖合同,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向承租人交付标的物,承

租人享有与受领标的物有关的买受人的权利。

֨ ◖Ἠ ΐ ᴨ ό

ᵏΑ出卖人违反向承租人交付标的物的义务,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承租人可以拒绝受领出卖人向其交付的

标的物:

(一)标的物严重不符合约定;



(二)未按照约定交付标的物,经承租人或者出租

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交付。

承租人拒绝受领标的物的,应当及时通知出租人。

֨ ◖Ἠ֦ ΐ ᴨ ᶕ Α出租

人、出卖人、承租人可以约定,出卖人不履行买卖合

同义务的,由承租人行使索赔的权利。承租人行使索

赔权利的,出租人应当协助。

֨ ◖Ἠᴋ ΐ ᴨ ᶕ ֯ ’

ᴾ ứΑ承租人对出卖人行使索赔权利,不影מ

响其履行支付租金的义务。但是,承租人依赖出租人

的技能确定租赁物或者出租人干预选择租赁物的,承

租人可以请求减免相应租金。

֨ ◖Ἠ֫ ΐ ᵑ Α出

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承租人对出卖人行使索赔

权利失败的,承租人有权请求出租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明知租赁物有质量瑕疵而不告知承租人;

(二)承租人行使索赔权利时,未及时提供必要协

助。



出租人怠于行使只能由其对出卖人行使的索赔

权利,造成承租人损失的,承租人有权请求出租人承担

赔偿责任。

֨ ◖Ἠ◖ ΐẠ ᴨ֯ ὺ ᴃἵ

ᾝᾠṩ Α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

选择订䧌权ᛔݒๅԣ的

权倀权倀任,任权失权奩租人对权ԣ人奀ԣࢥ܈ࢥ
̓ݒᑄӧڊ̓

ՈՈ 据 人对 权赁择订䧌 ԣ承权奀任Ո权噡权赁ԣ任承ࢥ܈ 
ᑄ承ӧڊ̓ ̓̓ݶ出

ᑄๅ的租人对ԣ承 ᑄࢥ܈ࢥ 
ᑄӧڊ̓ ݒ Ո̓̓

根据 订䧌ๅ利ԣ造权㴀 租人对承 求Ȼጯࢠᑄ权ᜀ㠀人对的租人对ԣ由人择媩 䧌租、租 ԣ、订䧌ԣ
ԣ



֨ ◖ἨṖ ΐẠ ᴨᶻ ᴨἻ ῭

ᶕ Α出租人应当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

有和使用。

出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承租人有权请求其赔

偿损失:

(一)无正当理由收回租赁物;

(二)无正当理由妨碍、干扰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

有和使用;

(三)因出租人的原因致使第三人对租赁物主张权

利;

(四)不当影响承租人对租赁物占有和使用的其他

情形。

֨ ◖Ἠױ ΐ ᴨ ᵑ

Α承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租赁物造成第三人人身

损害或者财产损失的,出租人不承担责任。

֨ ᴒἨ ΐ ᴨ ᶻ ͻᶕ

῭ 。ứΑ承租人应当妥善保管、使用租赁物מ᷅

承租人应当履行占有租赁物期间的维修义务。



֨ ᴒἨ֦ ΐ ͻ

ᴾמứ ’Α承租人占有租赁物期间,租赁物毁

损、灭失的,出租人有权请求承租人继续支付租金,但

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 ᴒἨᴋ ΐ ᴨ ᴾ ứΑ承מ

租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

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支付全部

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

֨ ᴒἨ֫ ΐẠ ᴨ ᾝᾠΑ

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将租赁物转让、抵押、质押、

投资入股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的,出租人可以解除融

资租赁合同。

֨ ᴒἨ◖ ΐẠ ᴨ ᴨ

ᾝᾠΑ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租人或者承租人可

以解除融资租赁合同:

(一)出租人与出卖人订立的买卖合同解除、被确

认无效或者被撤销,且未能重新订立买卖合同;

(二)租赁物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毁损、灭

失,且不能修复或者确定替代物;



(三)因出卖人的原因致使融资租赁合同的目的不

能实现。

֨ ᴒἨᴒ ΐ ᴨ Ḥ ᵑΑ融

资租赁合同因买卖合同解除、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

销而解除,出卖人、租赁物系由承租人选择的,出租人

有权请求承租人赔偿相应损失;但是,因出租人原因致

使买卖合同解除、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的除外。

出租人的损失已经在买卖合同解除、被确认无

效或者被撤销时获得赔偿的,承租人不再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

֨ ᴒἨṘ ΐ Α融

资租赁合同因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后意外毁损、灭失

等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解除的,出租人可以请求

承租人按照租赁物折旧情况给予补偿。

֨ ᴒἨ֨ ΐ Α

出租人和承租人可以约定租赁期限届满租赁物的归

属;对租赁物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

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租赁物的所有

权归出租人。



֨ ᴒἨṖ ΐ ᵐ ὲ

Α当事人约定租赁期限届满租赁物归承租

人所有,承租人已经支付大部分租金,但是无力支付剩

余租金,出租人因此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收回的租赁

物的价值超过承租人欠付的租金以及其他费用的,承

租人可以请求相应返还。

当事人约定租赁期限届满租赁物归出租人所有,

因租赁物毁损、灭失或者附合、混合于他物致使承

租人不能返还的,出租人有权请求承租人给予合理补

偿。

֨ ᴒἨױ ΐ ᴾ ᵐ ᾢ

Α当事人约定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仅需向出租

人支付象征性价款的,视为约定的租金义务履行完毕

后租赁物的所有权归承租人。

֨ ṘἨ ΐ ᾝᾠ

Α融资租赁合同无效,当事人就该情形下租赁物的

归属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的,租赁物应当返还出租人。但是,因承租人原因致使

合同无效,出租人不请求返还或者返还后会显著降低



租赁物效用的,租赁物的所有权归承租人,由承租人给

予出租人合理补偿。

ἨṘ ᶻ ᾝᾠ

֨ ṘἨ֦ ΐᶻ ᾝᾠ Α保理合同מ

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者将有的应收账款转

让给保理人,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

者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服务的合同。

֨ ṘἨᴋ ΐᶻ ᾝᾠṩ ῭ Α保

理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业务类型、服务范围、服务

期限、基础交易合同情况、应收账款信息、保理融

资款或者服务报酬及其支付方式等条款。

保理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 ṘἨ֫ ΐ ᾢ Α

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虚构应收账款作为转让标

的,与保理人订立保理合同的,应收账款债务人不得以

应收账款不存在为由对抗保理人,但是保理人明知虚

构的除外。



֨ ṘἨ◖ ΐᶻ ᴨ ᵒמứΑ保

理人向应收账款债务人发出应收账款转让通知的,应

当表明保理人身份并附有必要凭证。

֨ ṘἨᴒ ΐ ὺ

ᴛ ᾝᾠ ו ᶻ ᴨ ỤΑ应收账款债务

人接到应收账款转让通知后,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

人无正当理由协商变更或者终止基础交易合同,对保

理人产生不利影响的,对保理人不发生效力。

֨ ṘἨṘ ΐ ᶻ Α当事人约

定有追索权保理的,保理人可以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主

张返还保理融资款本息或者回购应收账款债权,也可

以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保理人向

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在扣除保理融资

款本息和相关费用后有剩余的,剩余部分应当返还给

应收账款债权人。

֨ ṘἨ֨ ΐ ᶻ Α当事人约

定无追索权保理的,保理人应当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

张应收账款债权,保理人取得超过保理融资款本息和

相关费用的部分,无需向应收账款债权人返还。



֨ ṘἨṖ ΐ ᶻ Ḥ Α应

收账款债权人就同一应收账款订立多个保理合同,致

使多个保理人主张权利的,已经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

取得应收账款;均已经登记的,按照登记时间的先后顺

序取得应收账款;均未登记的,由最先到达应收账款债

务人的转让通知中载明的保理人取得应收账款;既未

登记也未通知的,按照保理融资款或者服务报酬的比

例取得应收账款。

֨ ṘἨױ ΐ Ḓ Α本章

没有规定的,适用本编第六章债权转让的有关规定。

Ἠ֨ ᾝᾠ

֨ ֨Ἠ ΐ ᾝᾠ ῭מ ז

+Α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

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承揽包括加工、定作、修理、复制、测试、检

验等工作。

֨ ֨Ἠ֦ ΐ ᾝᾠז ṩ Α承揽

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承揽的标的、数量、质量、报



酬,承揽方式,材料的提供,履行期限,验收标准和方法

等条款。

֨ ֨Ἠᴋ ΐ ᶂז ᴨΑ承

揽人应当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

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承揽人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

应当就该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未经

定作人同意的,定作人也可以解除合同。

֨ ֨Ἠ֫ ΐ ử ᶂ ᴛΑ承揽

人可以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承揽

人将其承揽的辅助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应当就该

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

֨ ֨Ἠ◖ ΐ ᴨ ᶠ ứΑמ

承揽人提供材料的,应当按照约定选用材料,并接受定

作人检验。

֨ ֨Ἠᴒ ΐ ᶂᴨ ᶠ ὴ

ᴊᴨ ứΑ定作人提供材料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מ

材料。承揽人对定作人提供的材料应当及时检验,发



现不符合约定时,应当及时通知定作人更换、补齐或

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承揽人不得擅自更换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不得更

换不需要修理的零部件。

֨ ֨ἨṘ ΐ ᶂᴨ ֯ᾝ ὴ

ᴊᴨ ứΑ承揽人发现定作人提供的图纸或者מ

技术要求不合理的,应当及时通知定作人。因定作人

怠于答复等原因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 ֨Ἠ֨ ΐ ᶂᴨὺ ᶂ

ᾢ Α定作人中途变更承揽工作的要求,造成承揽

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 ֨ἨṖ ΐ ᶂᴨἰửמứΑ承揽工

作需要定作人协助的,定作人有协助的义务。定作人

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承揽工作不能完成的,承揽人可

以催告定作人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义务,并可以顺延履

行期限;定作人逾期不履行的,承揽人可以解除合同。

֨ ֨Ἠױ ΐ ᶂᴨ Α承揽人

在工作期间,应当接受定作人必要的监督检验。定作

人不得因监督检验妨碍承揽人的正常工作。



֨ ṖἨ ΐ ᴨ ᶂ ᴛᴾΑ承揽

人完成工作的,应当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并提交必

要的技术资料和有关质量证明。定作人应当验收该

工作成果。

֨ ṖἨ֦ ΐ ᶂ ֯ ᾝ

ᵑΑ承揽人交付的工作成果不符合质量

要求的,定作人可以合理选择请求承揽人承担修理、

重作、减少报酬、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 ṖἨᴋ ΐ ᶂᴨ ᴾ Α

定作人应当按ȋ̓
֢



֨ ṖἨ◖ ΐ ᴨᶻ ứΑ承揽人מ

应当妥善保管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以及完成的工作成

果,因保管不善造成毁损、灭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ṖἨᴒ ΐ ᴨᶻ ứΑ承揽人מ

应当按照定作人的要求保守秘密,未经定作人许可,不

得留存复制品或者技术资料。

֨ ṖἨṘ ΐṛᾠ ᴨ ᵑΑ共

同承揽人对定作人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

定的除外。

֨ ṖἨ֨ ΐ ᶂᴨᵑ Α定作

人在承揽人完成工作前可以随时解除合同,造成承揽

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ἨṖ ᾝᾠ

֨ ṖἨṖ ΐ ᾝᾠ ῭מ Α

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

款的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同。

֨ ṖἨױ ΐ ᾝᾠ Α建

设工程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 Ἠױ ΐ Ử ὣẴΑ

建设工程的招标投标活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

公开、公平、公正进行。

֨ Ἠ֦ױ ΐ ὶἍͻ Ἅͻ

ẩἍΑ发包人可以与总承包人订立建设工程合同,也

可以分别与勘察人、设计人、施工人订立勘察、设

计、施工承包合同。发包人不得将应当由一个承包

人完成的建设工程支解成若干部分发包给数个承包

人。

总承包人或者勘察、设计、施工承包人经发包

人同意,可以将自己承包的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

第三人就其完成的工作成果与总承包人或者勘察、

设计、施工承包人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承包人

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

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支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

转包给第三人。

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

的单位。禁止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工程再分包。建

设工程主体结构的施工必须由承包人自行完成。



֨ Ἠᴋױ ΐ ♇ ᾝ

ᾠΑ国家重大建设工程合同,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程

序和国家批准的投资计划、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文件

订立。

֨ Ἠ֫ױ ΐ ᾝᾠ ͻ

֯ᾝ Α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是建设工

程经验收合格的,可以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

折价补偿承包人。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且建设工程经验收不合

格的,按照以下情形处理:

(一)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验收合格的,发包人可

以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

(二)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验收不合格的,承包人

无权请求参照合同关于工程价款的约定折价补偿。

发包人对因建设工程不合格造成的损失有过错

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 ◖Ἠױ ΐἄ ͻ ᾝᾠ ṩ Α

勘察、设计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提交有关基础资料



和概预算等文件的期限、质量要求、费用以及其他

协作条件等条款。

֨ Ἠᴒױ ΐ ᾝᾠ ṩ Α施工合

同的内容一般包括工程范围、建设工期、中间交工

工程的开工和竣工时间、工程质量、工程造价、技

术资料交付时间、材料和设备供应责任、拨款和结

算、竣工验收、质量保修范围和质量保证期、相互

协作等条款。

֨ ἨṘױ ΐ Α建设工程

实行监理的,发包人应当与监理人采用书面形式订立

委托监理合同。发包人与监理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

法律责任,应当依照本编委托合同以及其他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

֨ Ἠ֨ױ ΐὶἍᴨ Α发包人

在不妨碍承包人正常作业的情况下,可以随时对作业

进度、质量进行检查。

֨ ἨṖױ ΐ Α隐蔽工程在隐

蔽以前,承包人应当通知发包人检查。发包人没有及



时检查的,承包人可以顺延工程日期,并有权请求赔偿

停工、窝工等损失。

֨ ױἨױ ΐ Α建

设工程竣工后,发包人应当根据施工图纸及说明书、

国家颁发的施工验收规范和质量检验标准及时进行

验收。验收合格的,发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价款,并

接收该建设工程。

建设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经

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Ṗ ΐἄ ᴨͻ ᴨ ἄ ͻ

ᵑΑ勘察、设计的质量不符合要求或者未按照期

限提交勘察、设计文件拖延工期,造成发包人损失的,

勘察人、设计人应当继续完善勘察、设计,减收或者

免收勘察、设计费并赔偿损失。

Ṗ ֦ ΐ ᴨ

ᴊ ᵑΑ因施工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质量不

符合约定的,发包人有权请求施工人在合理期限内无

偿修理或者返工、改建。经过修理或者返工、改建

后,造成逾期交付的,施工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Ṗ ᴋ ΐᾝ ᶕ ṩ ᶻ

ᵑΑ因承包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

内造成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的,承包人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Ṗ ֫ ΐὶἍᴨ ῭

ᶠ Ṝ ᵑΑ发包人未按照约定的

时间和要求提供原材料、设备、场地、资金、技术

资料的,承包人可以顺延工程日期,并有权请求赔偿停

工、窝工等损失。

Ṗ ◖ ΐ◦ὶἍᴨὣ◦ ḝ ͻ

ᵑΑ因发包人的原因致使工程中途

停建、缓建的,发包人应当采取措施弥补或者减少损

失,赔偿承包人因此造成的停工、窝工、倒运、机械

设备调迁、材料和构件积压等损失和实际费用。

Ṗ ᴒ ΐ◦ὶἍᴨὣ◦ ἄ ͻ

ͻḝ ᷅ ᵑΑ因发

包人变更计划,提供的资料不准确,或者未按照期限提

供必需的勘察、设计工作条件而造成勘察、设计的



返工、停工或者修改设计,发包人应当按照勘察人、

设计人实际消耗的工作量增付费用。

Ṗ Ṙ ΐᾝᾠ ὲᾢ Α

承包人将建设工程转包、违法分包的,发包人可以解

除合同。

发包人提供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

备不符合强制性标准或者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承包

人无法施工,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相应义

务的,承包人可以解除合同。

合同解除后,已经完成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的,发

包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工程价款;已经完成的

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的,参照本法第七百九十三条的

规定处理。

Ṗ ֨ ΐὶἍᴨ ᴾ ᵐ

ᵑΑ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

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

的,除根据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外,承包人

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请求人民法



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

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Ṗ Ṗ ΐ ᾝᾠΑ本章没有规

定的,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

Ἠױ ᾝᾠ

֦ ֦

Ṗ ױ ΐ ᾝᾠ Α运输合同是מ

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

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

合同。

Ṗ ֦Ἠ ΐ ᴨ ề ứΑ从事מ

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

理的运输要求。

Ṗ ֦Ἠ֦ ΐ ᴨ ṕ ứΑ承מ

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将旅客、货物

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

Ṗ ֦Ἠᴋ ΐ ᴨᾝ ứΑ承מ

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或者通常的运输路线将旅客、

货物运输到约定地点。





Ṗ ֦ἨṘ ΐ Ủ ὺ ש

Α旅客因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

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期限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

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

输义务。

Ṗ ֦Ἠ֨ ΐ ὲ Α旅

客随身携带行李应当符合约定的限量和品类要求;超

过限量或者违反品类要求携带行李的,应当办理托运

手续。

Ṗ ֦ἨṖ ΐ Ὁ ‐ͻ

‐Α旅客不得随身携带或者在行李中夹带易

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以及可能危

及运输工具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危险物品或者违禁

物品。

旅客违反前款规定的,承运人可以将危险物品或

者违禁物品卸下、销毁或者送交有关部门。旅客坚

持携带或者夹带危险物品或者违禁物品的,承运人应

当拒绝运输。



Ṗ ֦Ἠױ ΐ ᴨ Ὴ ῭ứמ

ἰửמứΑ承运人应当严格履行安全运输义务,及

时告知旅客安全运输应当注意的事项。旅客对承运

人为安全运输所作的合理安排应当积极协助和配合。

Ṗ ᴋἨ ΐ ᴨ ứΑמ

承运人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

号运输旅客。承运人迟延运输或者有其他不能正常

运输情形的,应当及时告知和提醒旅客,采取必要的安

置措施,并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或者退

票;由此造成旅客损失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不可归责于承运人的除外。

Ṗ ᴋἨ֦ ΐ ᴨ ᵷ

ứ Ẉ ᾢ Α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

根据旅客的请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提高服务标准的,

不得加收票款。

Ṗ ᴋἨᴋ ΐ ᴨ ửמứΑ承运人

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

的旅客。



Ṗ ᴋἨ֫ ΐ ᴨ ᵥᴙ ᵑΑ承运

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

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

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前款规定适用于按照规定免票、持优待票或者

经承运人许可搭乘的无票旅客。

Ṗ ᴋἨ◖ ΐ ‐ ͻ

ᵑ Α在运输过程中旅客随身携带物品

毁损、灭失,承运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旅客托运的行李毁损、灭失的,适用货物运输的

有关规定。

֫ ᾝᾠ

Ṗ ᴋἨᴒ ΐ ᴨ ứΑ托מ

运人办理货物运输,应当向承运人准确表明收货人的

姓名、名称或者凭指示的收货人,货物的名称、性质、

重量、数量,收货地点等有关货物运输的必要情况。

因托运人申报不实或者遗漏重要情况,造成承运

人损失的,托运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可以要求承运人中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到达地

或者将货物交给其他收货人,但是应当赔偿承运人因

此受到的损失。

Ṗ ֫Ἠ ΐ Α货物运输到达后,承运

人知道收货人的,应当及时通知收货人,收货人应当及

时提货。收货人逾期提货的,应当向承运人支付保管

费等费用。

Ṗ ֫Ἠ֦ ΐ ᴨ Α收货人

提货时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检验货物。对检验货物

的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

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检验货

物。收货人在约定的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对货物的

数量、毁损等未提出异议的,视为承运人已经按照运

输单证的记载交付的初步证据。

Ṗ ֫Ἠᴋ ΐ ׆ ͻ

ᵑ Α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

灭失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

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



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赔偿

责任。

Ṗ ֫Ἠ֫ ΐ Ḥ Α货物的

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

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

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法律、行政法规对赔偿额的

计算方法和赔偿限额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Ṗ ֫Ἠ◖ ΐ Α两个以上承运

人以同一运输方式联运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

人应当对全程运输承担责任;损失发生在某一运输区

段的,与托运人订立合同的承运人和该区段的承运人

承担连带责任。

Ṗ ֫Ἠᴒ ΐ ◦֯ᾌ Ụ

Α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不可抗力灭失,未收取

运费的,承运人不得请求支付运费;已经收取运费的,

托运人可以请求返还。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Ṗ ֫ἨṘ ΐ ᴨ Α托运人或

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或者其他费用的,承运



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但是当事人另有约

定的除外。

Ṗ ֫Ἠ֨ ΐ ᴨ Α收货人

不明或者收货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货物的,承运人

依法可以提存货物。

◖ ᾝᾠ

Ṗ ֫ἨṖ ΐ ᴨ

ᾝᾠΑ多式联运经营人负责履行

或者组织履行多式联运合同,对全程运输享有承运人

的权利,承担承运人的义务。

Ṗ ֫Ἠױ ΐ ᾝᾠ ᵑề Α

多式联运经营人可以与参加多式联运的各区段承运

人就多式联运合同的各区段运输约定相互之间的责

任;但是,该约定不影响多式联运经营人对全程运输承

担的义务。

Ṗ ◖Ἠ ΐ ἴ Α多式联运经

营人收到托运人交付的货物时,应当签发多式联运单

据。按照托运人的要求,多式联运单据可以是可转让

单据,也可以是不可转让单据。



Ṗ ◖Ἠ֦ ΐ ᴨ ᵑΑ因

托运人托运货物时的过错造成多式联运经营人损失

的,即使托运人已经转让多式联运单据,托运人仍然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Ṗ ◖Ἠᴋ ΐ ᴨ Ḥ ᵑ

Α货物的毁损、灭失发生于多式联运的

某一运输区段的,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赔偿责任和责任

限额,适用调整该区段运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货物

毁损、灭失发生的运输区段不能确定的,依照本章规

定承担赔偿责任。

ᴋἨ ᾝᾠ

֦ ֦

Ṗ ◖Ἠ֫ ΐ ᾝᾠ Α技术合同מ

是当事人就技术开发、转让、许可、咨询或者服务

订立的确立相互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合同。

Ṗ ◖Ἠ◖ ΐ ᾝᾠ Α订

立技术合同,应当有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科学技术

的进步,促进科学技术成果的研发、转化、应用和推

广。



Ṗ ◖Ἠᴒ ΐ ᾝᾠז Α技术

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项目的名称,标的的内容、范围

和要求,履行的计划、地点和方式,技术信息和资料的

保密,技术成果的归属和收益的分配办法,验收标准和

方法,名词和术语的解释等条款。

与履行合同有关的技术背景资料、可行性论证

和技术评价报告、项目任务书和计划书、技术标准、

技术规范、原始设计和工艺文件,以及其他技术文档,

按照当事人的约定可以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技术合同涉及专利的,应当注明发明创造的名称、

专利申请人和专利权人、申请日期、申请号、专利

号以及专利权的有效期限。

Ṗ ◖ἨṘ ΐ ᾝᾠᵐ ͻ ὲᶕ

Α技术合同价款、报酬或者使用费的支付方式

由当事人约定,可以采取一次总算、一次总付或者一

次总算、分期支付,也可以采取提成支付或者提成支

付附加预付入门费的方式。

约定提成支付的,可以按照产品价格、实施专利

和使用技术秘密后新增的产值、利润或者产品销售



额的一定比例提成,也可以按照约定的其他方式计算。

提成支付的比例可以采取固定比例、逐年递增比例

或者逐年递减比例。

约定提成支付的,当事人可以约定查阅有关会计

账目的办法。

Ṗ ◖Ἠ֨ ΐ ứ ᴞ

Α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属于法人或者

非法人组织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可以就该项职务

技术成果订立技术合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订立

技术合同转让职务技术成果时,职务技术成果的完成

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受让的权利。

职务技术成果是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工

作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物质

技术条件所完成的技术成果。

Ṗ ◖ἨṖ ΐ ứ ᴞ

Α非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属于完成

技术成果的个人,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可以就该项非

职务技术成果订立技术合同。



Ṗ ◖Ἠױ ΐ ᴨ Α

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享有在有关技术成果文件上写

明自己是技术成果完成者的权利和取得荣誉证书、

奖励的权利。

Ṗ ᴒἨ ΐ ᾝᾠ Α非法垄断技

术或者侵害他人技术成果的技术合同无效。

ᴋ ὶᾝᾠ

Ṗ ᴒἨ֦ ΐ ὶᾝᾠ ὲᾝᾠמ

Α技术开发合同是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新产

品、新工艺、新品种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

发所订立的合同。

技术开发合同包括委托开发合同和合作开发合

同。

技术开发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当事人之间就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实施转

化订立的合同,参照适用技术开发合同的有关规定。

Ṗ ᴒἨᴋ ΐ ὶᾝᾠ ᴨמ

ứΑ委托开发合同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研究



开发经费和报酬,提供技术资料,提出研究开发要求,

完成协作事项,接受研究开发成果。

Ṗ ᴒἨ֫ ΐ ὶᾝᾠ ὶ

ᴨמứΑ委托开发合同的研究开发人应当按照约定

制定和实施研究开发计划,合理使用研究开发经费,按

期完成研究开发工作,交付研究开发成果,提供有关的

技术资料和必要的技术指导,帮助委托人掌握研究开

发成果。

Ṗ ᴒἨ◖ ΐ ὶᾝᾠ ᵑΑ

委托开发合同的当事人违反约定造成研究开发工作

停滞、延误或者失败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Ṗ ᴒἨᴒ ΐᾝᶂ ὶᾝᾠ ᴊᴨז

ứΑ合作开发合同的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进行מ

投资,包括以技术进行投资,分工参与研究开发工作,

协作配合研究开发工作。

Ṗ ᴒἨṘ ΐᾝᶂ ὶᾝᾠ ᵑΑ

合作开发合同的当事人违反约定造成研究开发工作

停滞、延误或者失败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Ṗ ᴒἨ֨ ΐ ὶᾝᾠ Α作为

技术开发合同标的的技术已经由他人公开,致使技术

开发合同的履行没有意义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Ṗ ᴒἨṖ ΐ ὶᾝᾠ ὲ

ứΑ技术开发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出现无法克מ

服的技术困难,致使研究开发失败或者部分失败的,该

风险由当事人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

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风险由当事人

合理分担。

当事人一方发现前款规定的可能致使研究开发

失败或者部分失败的情形时,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并

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损失;没有及时通知并采取适当措

施,致使损失扩大的,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

Ṗ ᴒἨױ ΐ ὶᾝᾠ

Α委托开发完成的发明创造,除法律另有规定或

者当事人另有约定外,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研究开发

人。研究开发人取得专利权的,委托人可以依法实施

该专利。



研究开发人转让专利申请权的,委托人享有以同

等条件优先受让的权利。

Ṗ ṘἨ ΐᾝᶂ ὶᾝᾠ

Α合作开发完成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

合作开发的当事人共有;当事人一方转让其共有的专

利申请权的,其他各方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受让的权

利。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合作开发的当事人一方声明放弃其共有的专利

申请权的,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可以由另一方单独申

请或者由其他各方共同申请。申请人取得专利权的,

放弃专利申请权的一方可以免费实施该专利。

合作开发的当事人一方不同意申请专利的,另一

方或者其他各方不得申请专利。

Ṗ ṘἨ֦ ΐ ְẩᴡΑ

委托开发或者合作开发完成的技术秘密成果的使用

权、转让权以及收益的分配办法,由当事人约定;没有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

仍不能确定的,在没有相同技术方案被授予专利权前,

当事人均有使用和转让的权利。但是,委托开发的研



究开发人不得在向委托人交付研究开发成果之前,将

研究开发成果转让给第三人。

֫ ᾝᾠ῭ ᾌᾝᾠ

Ṗ ṘἨᴋ ΐ ᾝᾠ῭ ᾌ

ᾝᾠ ,Α技术转让合同是合法拥有技术的权利人מ

将现有特定的专利、专利申请、技术秘密的相关权

利让与他人所订立的合同。

技术许可合同是合法拥有技术的权利人,将现有

特定的专利、技术秘密的相关权利许可他人实施、

使用所订立的合同。

技术转让合同和技术许可合同中关于提供实施

技术的专用设备、原材料或者提供有关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的约定,属于合同的组成部分。

Ṗ ṘἨ֫ ΐ ᾝᾠ῭ ᾌ

ᾝᾠ +῭ Α技术转让合同包括专利权转让、

专利申请权转让、技术秘密转让等合同。

技术许可合同包括专利实施许可、技术秘密使

用许可等合同。



技术转让合同和技术许可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

式。

Ṗ ṘἨ◖ ΐ ᾝᾠ῭ ᾌ

ᾝᾠ ề Α技术转让合同和技术许可合同

可以约定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的范围,但是不

得限制技术竞争和技术发展。

Ṗ ṘἨᴒ ΐֳẻ ᾌᾝᾠ ềΑ

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仅在该专利权的存续期限内有效。

专利权有效期限届满或者专利权被宣告无效的,专利

权人不得就该专利与他人订立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Ṗ ṘἨṘ ΐֳẻ ᾌᾝᾠ ᾌᴨ

ז ứΑ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许可人应当按照约מ

定许可被许可人实施专利,交付实施专利有关的技术

资料,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

Ṗ ṘἨ֨ ΐֳẻ ᾌᾝᾠ ᾌ

ᴨז ứΑ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应当按מ

照约定实施专利,不得许可约定以外的第三人实施该

专利,并按照约定支付使用费。



Ṗ ṘἨṖ ΐ ְᴨ῭ ᾌᴨ

ז ứΑ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让与人和技术秘密מ

使用许可合同的许可人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技术资料,

进行技术指导,保证技术的实用性、可靠性,承担保密

义务。

前款规定的保密义务,不限制许可人申请专利,但

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Ṗ ṘἨױ ΐ ό ᴨ῭ ᾌ

ᴨז ứΑ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受让人和技术秘מ

密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应当按照约定使用技术,

支付转让费、使用费,承担保密义务。

Ṗ ֨Ἠ ΐ ᾝᾠ ְᴨ῭

ᾌᾝᾠ ᾌᴨᶻ ứΑ技术转让合同的让与人מ

和技术许可合同的许可人应当保证自己是所提供的

技术的合法拥有者,并保证所提供的技术完整、无误、

有效,能够达到约定的目标。

Ṗ ֨Ἠ֦ ΐ ᾝᾠό ᴨ῭

ᾌᾝᾠ ᾌᴨᶻ ứΑ技术转让合同的受מ

让人和技术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范



围和期限,对让与人、许可人提供的技术中尚未公开

的秘密部分,承担保密义务。

Ṗ ֨Ἠᴋ ΐ ᾌᴨ῭ ְᴨ ᵑΑ

许可人未按照约定许可技术的,应当返还部分或者全

部使用费,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

术秘密超越约定的范围的,违反约定擅自许可第三人

实施该项专利或者使用该项技术秘密的,应当停止违

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违反约定的保密义务的,应当

承担违约责任。

让与人承担违约责任,参照适用前款规定。

Ṗ ֨Ἠ֫ ΐ ᾌᴨ῭ό ᴨ

ᵑΑ被许可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使用费的,应当补交使

用费并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不补交使用费或者支付

违约金的,应当停止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交还

技术资料,承担违约责任;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

超越约定的范围的,未经许可人同意擅自许可第三人

实施该专利或者使用该技术秘密的,应当停止违约行

为,承担违约责任;违反约定的保密义务的,应当承担

违约责任。



受让人承担违约责任,参照适用前款规定。

Ṗ ֨Ἠ◖ ΐό ᴨ῭ ᾌᴨᶭ

ᵑΑ受让人或者被许可人按照约定实施专利、使用

技术秘密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由让与人或者许可人

承担责任,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Ṗ ֨Ἠᴒ ΐᾢ ְẩ

ᴡΑ当事人可以按照互利的原则,在合同中约定实施

专利、使用技术秘密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的分享办

法;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

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一方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其他

各方无权分享。

Ṗ ֨ἨṘ ΐṟᴼ ᴞ ῭

ᾌΑ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权、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等其他知识产权的转让和许可,参照

适用本节的有关规定。

Ṗ ֨Ἠ֨ ΐ Ạᾁᾝᾠ ֳẻͻ

ֳẻ ᾝᾠ Α法律、行政法规对技术进

出口合同或者专利、专利申请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



◖   ᾝᾠ῭ ứᾝᾠ

Ṗ ֨ἨṖ ΐ   ᾝᾠ῭ ứ

ᾝᾠ Α技术咨询合同是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מ

为对方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

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所订立的合同。

技术服务合同是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对方

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不包括承揽合同和

建设工程合同。

Ṗ ֨Ἠױ ΐ   ᾝᾠ ᴨמứΑ

技术咨询合同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阐明咨询的问

题,提供技术背景材料及有关技术资料,接受受托人的

工作成果,支付报酬。

Ṗ ṖἨ ΐ   ᾝᾠό ᴨמứΑ

技术咨询合同的受托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完成咨

询报告或者解答问题,提出的咨询报告应当达到约定

的要求。

Ṗ ṖἨ֦ ΐ   ᾝᾠ ᵑΑ

技术咨询合同的委托人未按照约定提供必要的资料,



影响工作进度和质量,不接受或者逾期接受工作成果

的,支付的报酬不得追回,未支付的报酬应当支付。

技术咨询合同的受托人未按期提出咨询报告或

者提出的咨询报告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减收或者

免收报酬等违约责任。

技术咨询合同的委托人按照受托人符合约定要

求的咨询报告和意见作出决策所造成的损失,由委托

人承担,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Ṗ ṖἨᴋ ΐ ứᾝᾠ ᴨמứΑ

技术服务合同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提供工作条件,

完成配合事项,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报酬。

Ṗ ṖἨ֫ ΐ ứᾝᾠό ᴨמứΑ

技术服务合同的受托人应当按照约定完成服务项目,

解决技术问题,保证工作质量,并传授解决技术问题的

知识。

Ṗ ṖἨ◖ ΐ ứᾝᾠ ᵑΑ

技术服务合同的委托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

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影响工作进度和质量,不接受或者



逾期接受工作成果的,支付的报酬不得追回,未支付的

报酬应当支付。

技术服务合同的受托人未按照约定完成服务工

作的,应当承担免收报酬等违约责任。

Ṗ ṖἨᴒ ΐẶ Α技术

咨询合同、技术服务合同履行过程中,受托人利用委

托人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完成的新的技术成

果,属于受托人。委托人利用受托人的工作成果完成

的新的技术成果,属于委托人。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

照其约定。

Ṗ ṖἨṘ ΐ ᶂ Α技术咨

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对受托人正常开展工作所需

费用的负担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受托人负

担。

Ṗ ṖἨ֨ ΐ ῭ᴵᾝᾠ׆ ￼

ᾝᾠ Α法律、行政法规对技术中介合同、

技术培训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ᴋἨ֦ ᶻ ᾝᾠ





当事人可以约定保管场所或者方法。除紧急情

况或者为维护寄存人利益外,不得擅自改变保管场所

或者方法。

Ṗ Ἠ֫ױ ΐ ᴨῊ ứΑ寄存人מ

交付的保管物有瑕疵或者根据保管物的性质需要采

取特殊保管措施的,寄存人应当将有关情况告知保管

人。寄存人未告知,致使保管物受损失的,保管人不承

担赔偿责任;保管人因此受损失的,除保管人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且未采取补救措施外,寄存人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Ṗ ◖Ἠױ ΐᶻ ᴨᴥ ᶻ ᶻ מ

ứΑ保管人不得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但是当事

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保管人违反前款规定,将保管物转交第三人保管,

造成保管物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Ṗ Ἠᴒױ ΐᶻ ᴨ֯ ᶕ ᾌ

ᴼᴨᶕ ᶻ ứΑ保管人不得使用或者许可מ

第三人使用保管物,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Ṗ ἨṘױ ΐᶻ ᴨ ᶻ ὲ

ᴨ ứΑ第三人对保管物主张权利的,除依法מ

对保管物采取保全或者执行措施外,保管人应当履行

向寄存人返还保管物的义务。

第三人对保管人提起诉讼或者对保管物申请扣

押的,保管人应当及时通知寄存人。

Ṗ Ἠ֨ױ ΐᶻ ᴨ Ḥ ᵑΑ保管期

内,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

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无偿保管人证明自己没

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Ṗ ἨṖױ ΐ ᴨ ứΑ寄存人מ

寄存货币、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贵重物品的,应当向保

管人声明,由保管人验收或者封存;寄存人未声明的,

该物品毁损、灭失后,保管人可以按照一般物品予以

赔偿。

Ṗ ױἨױ ΐ ὸᶻ Α寄存人可以

随时领取保管物。

当事人对保管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保管人可以随时请求寄存人领取保管物;约定保管期



限的,保管人无特别事由,不得请求寄存人提前领取保

管物。

ױ ΐ ᶻ ὲṟ Α保管期限

届满或者寄存人提前领取保管物的,保管人应当将原

物及其孳息归还寄存人。

ױ ֦ ΐ ᶻ ᾝᾠΑ保管人保管

货币的,可以返还相同种类、数量的货币;保管其他可

替代物的,可以按照约定返还相同种类、品质、数量

的物品。

ױ ᴋ ΐᶻ ᴾ Α有偿的保

管合同,寄存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向保管人支付保

管费。

当事人对支付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

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在领

取保管物的同时支付。

ױ ֫ ΐᶻ ᴨ Α寄存人未按

照约定支付保管费或者其他费用的,保管人对保管物

享有留置权,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ᴋἨᴋ ᴹḬᾝᾠ



ױ ◖ ΐᴹḬᾝᾠ Α仓储合同是מ

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

的合同。

ױ ᴒ ΐᴹḬᾝᾠ Α仓储合

同自保管人和存货人意思表示一致时成立。

ױ Ṙ ΐὉ ‐῭ ὺ ‐ Ḭ

Α储存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

等危险物品或者易变质物品的,存货人应当说明该物

品的性质,提供有关资料。

存货人违反前款规定的,保管人可以拒收仓储物,

也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以避免损失的发生,因此产生的

费用由存货人负担。

保管人储存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

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应当具备相应的保管条件。

ױ ֨ ΐᶻ ᴨ ứᵆὲמ

ḤΑ保管人应当按照约定对入库仓储物进行验收。

保管人验收时发现入库仓储物与约定不符合的,应当

及时通知存货人。保管人验收后,发生仓储物的品种、

数量、质量不符合约定的,保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ױ Ṗ ΐᶻ ᴨẠṠᴹἴͻṔ ἴמ

ứΑ存货人交付仓储物的,保管人应当出具仓单、入

库单等凭证。

ױ ױ ΐᴹἴΑ保管人应当在仓单上

签名或者盖章。仓单包括下列事项:

(一)存货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

(二)仓储物的品种、数量、质量、包装及其件数

和标记;

(三)仓储物的损耗标准;

(四)储存场所;

(五)储存期限;

(六)仓储费;

(七)仓储物已经办理保险的,其保险金额、期间

以及保险人的名称;

(八)填发人、填发地和填发日期。

ױ ֦Ἠ ΐᴹἴ ῭ Α仓单是提

取仓储物的凭证。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在仓单上

背书并经保管人签名或者盖章的,可以转让提取仓储

物的权利。



ױ ֦Ἠ֦ ΐ ᴨ ᴹἴ ᴨ

ᴹḬ ὸ ‐Α保管人根据存货人或

者仓单持有人的要求,应当同意其检查仓储物或者提

取样品。

ױ ֦Ἠᴋ ΐᶻ ᴨὉ ứΑ保מ

管人发现入库仓储物有变质或者其他损坏的,应当及

时通知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

ױ ֦Ἠ֫ ΐᶻ ᴨὉ ḮῊמứ῭

Α保管人发现入库仓储物有变质或者其他

损坏,危及其他仓储物的安全和正常保管的,应当催告

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作出必要的处置。因情况紧

急,保管人可以作出必要的处置;但是,事后应当将该

情况及时通知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

ױ ֦Ἠ◖ ΐḬ ֯ ᴹḬ

ὸΑ当事人对储存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的,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可以随时提取仓储物,保管

人也可以随时请求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提取仓储

物,但是应当给予必要的准备时间。



ױ ֦Ἠᴒ ΐḬ ᴹḬ ὸΑ

储存期限届满,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应当凭仓单、

入库单等提取仓储物。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逾期

提取的,应当加收仓储费;提前提取的,不减收仓储费。

ױ ֦ἨṘ ΐ ὸᴹḬ Α储存期

限届满,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不提取仓储物的,保管

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提取;逾期不提取的,保管

人可以提存仓储物。

ױ ֦Ἠ֨ ΐᶻ ᴨ Ḥ ᵑΑ

储存期内,因保管不善造成仓储物毁损、灭失的,保管

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仓储物本身的自然性质、

包装不符合约定或者超过有效储存期造成仓储物变

质、损坏的,保管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ױ ֦ἨṖ ΐ ᶻ ᾝᾠΑ本章没有

规定的,适用保管合同的有关规定。

ᴋἨ֫ ᾝᾠ

ױ ֦Ἠױ ΐ ᾝᾠ Α委托合同מ

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

合同。



ױ ᴋἨ ΐ Α委托人可以特别

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

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

ױ ᴋἨ֦ ΐ ᴾ῭ּזᴾΑ

委托人应当预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受托人为处

理委托事务垫付的必要费用,委托人应当偿还该费用

并支付利息。

ױ ᴋἨᴋ ΐό ᴨ ᴨ

ᴊứΑ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

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

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

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是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

时报告委托人。

ױ ᴋἨ֫ ΐό ᴨᴥ ᴊứΑ

受托人应当亲自处理委托事务。经委托人同意,受托

人可以转委托。转委托经同意或者追认的,委托人可

以就委托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受托人仅就

第三人的选任及其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转委

托未经同意或者追认的,受托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



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受托人为了维

护委托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第三人的除外。

ױ ᴋἨ◖ ΐό ᴨ ῊמứΑ受托

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

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

ױ ᴋἨᴒ ΐ ᴨᴵṔ Α受托人以

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

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

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是,

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

外。

ױ ᴋἨṘ ΐ ᴨ ֫ᴨ ẻ῭

֫ᴨ 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

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

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

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

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是,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

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

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

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是第三

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

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

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

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

ױ ᴋἨ֨ ΐό ᴨ ẻ Α受托人

处理委托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转交给委托人。

ױ ᴋἨṖ ΐ ᴨ ᴾ Α受托人

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向其支付报酬。

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

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

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ױ ᴋἨױ ΐό ᴨ Ḥ ᵑΑ有偿

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

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

求赔偿损失。

受托人超越权限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

失。

ױ ֫Ἠ ΐ ᴨ Ḥ ᵑΑ受托人

处理委托事务时,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受到损失

的,可以向委托人请求赔偿损失。

ױ ֫Ἠ֦ ΐ ᴨᾄ ᴼᴨ

ᴊứΑ委托人经受托人同意,可以在受托人之外委托

第三人处理委托事务。因此造成受托人损失的,受托

人可以向委托人请求赔偿损失。

ױ ֫Ἠᴋ ΐṛᾠ Α两个以上的受

托人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ױ ֫Ἠ֫ ΐ ᾝᾠ Α委托人或

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造成

对方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外,无偿委

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因解除时间不当造成的直

接损失,有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对方的直接

损失和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ױ ֫Ἠ◖ ΐ ᾝᾠ Α委托人死

亡、终止或者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终

止的,委托合同终止;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根据

委托事务的性质不宜终止的除外。

ױ ֫Ἠᴒ ΐό ᴨ ᴊứΑ

因委托人死亡或者被宣告破产、解散,致使委托合同

终止将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在委托人的继承人、遗产

管理人或者清算人承受委托事务之前,受托人应当继

续处理委托事务。

ױ ֫ἨṘ ΐό ᴨ ᴨ ứΑמ

因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被宣告破产、

解散,致使委托合同终止的,受托人的继承人、遗产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人应当及时通知委托人。

因委托合同终止将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在委托人作出

善后处理之前,受托人的继承人、遗产管理人、法定

代理人或者清算人应当采取必要措施。

ᴋἨ◖ ֹ ứᾝᾠ

ױ ֫Ἠ֨ ΐ ֹ ứᾝᾠ Α物业מ

服务合同是物业服务人在物业服务区域内,为业主提



供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养护、环境卫生和相

关秩序的管理维护等物业服务,业主支付物业费的合

同。

物业服务人包括物业服务企业和其他管理人。

ױ ֫ἨṖ ΐ ֹ ứᾝᾠṩ ῭ Α

物业服务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服务事项、服务质量、

服务费用的标准和收取办法、维修资金的使用、服

务用房的管理和使用、服务期限、服务交接等条款。

物业服务人公开作出的有利于业主的服务承诺,

为物业服务合同的组成部分。

物业服务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ױ ֫Ἠױ ΐ ֹ ứᾝᾠ ỤΑ建

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人订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以及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人

订立的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具有法律约束力。

ױ ◖Ἠ ΐỏ ֹ ứᾝᾠ

ᵏΑ建设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人订立的前期物业

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期限届满前,业主委员会或者业



主与新物业服务人订立的物业服务合同生效的,前期

物业服务合同终止。

ױ ◖Ἠ֦ ΐ ֹ ứ ᵏ῭

ề Α物业服务人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部分

专项服务事项委托给专业性服务组织或者其他第三

人的,应当就该部分专项服务事项向业主负责。

物业服务人不得将其应当提供的全部物业服务

转委托给第三人,或者将全部物业服务支解后分别转

委托给第三人。

ױ ◖Ἠᴋ ΐ ֹ ứᴨ ֦ ứΑמ

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

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

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

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

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消防

等法律法规的行为,物业服务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

施制止、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协助处理。

ױ ◖Ἠ֫ ΐ ֹ ứᴨᶾ ṗ ứΑמ

物业服务人应当定期将服务的事项、负责人员、质



量要求、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履行情况,以及维修

资金使用情况、业主共有部分的经营与收益情况等

以合理方式向业主公开并向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

报告。

ױ ◖Ἠ◖ ΐֹז ᴾ ֹ ứΑ业מ

主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

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不得

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

物业费。

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物业服务人

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内支付;合理期限届满仍不支

付的,物业服务人可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

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

ױ ◖Ἠᴒ ΐֹזῊ ͻἰửמứΑ业

主装饰装修房屋的,应当事先告知物业服务人,遵守物

业服务人提示的合理注意事项,并配合其进行必要的

现场检查。



业主转让、出租物业专有部分、设立居住权或

者依法改变共有部分用途的,应当及时将相关情况告

知物业服务人。

ױ ◖ἨṘ ΐֹזᾝᾠᵑ Α业

主依照法定程序共同决定解聘物业服务人的,可以解

除物业服务合同。决定解聘的,应当提前六十日书面

通知物业服务人,但是合同对通知期限另有约定的除

外。

依据前款规定解除合同造成物业服务人损失的,

除不可归责于业主的事由外,业主应当赔偿损失。

ױ ◖Ἠ֨ ΐ ֹ ứᾝᾠ Α物

业服务期限届满前,业主依法共同决定续聘的,应当与

原物业服务人在合同期限届满前续订物业服务合同。

物业服务期限届满前,物业服务人不同意续聘的,

应当在合同期限届满前九十日书面通知业主或者业

主委员会,但是合同对通知期限另有约定的除外。

ױ ◖ἨṖ ΐ֯ ֹ ứᾝᾠΑ物

业服务期限届满后,业主没有依法作出续聘或者另聘



物业服务人的决定,物业服务人继续提供物业服务的,

原物业服务合同继续有效,但是服务期限为不定期。

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不定期物业服务合同,但是

应当提前六十日书面通知对方。

ױ ◖Ἠױ ΐ ֹ ứᴨ ᴛמứὲ

ᵑΑ物业服务合同终止的,原物业服务人应当

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退出物业服务区域,将物

业服务用房、相关设施、物业服务所必需的相关资

料等交还给业主委员会、决定自行管理的业主或者

其指定的人,配合新物业服务人做好交接工作,并如实

告知物业的使用和管理状况。

原物业服务人违反前款规定的,不得请求业主支

付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的物业费;造成业主损失的,应

当赔偿损失。

ױ ᴒἨ ΐ ֹ ứᴨ ᾢᾝᾠמứΑ

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在业主或者业主大会选聘的新

物业服务人或者决定自行管理的业主接管之前,原物

业服务人应当继续处理物业服务事项,并可以请求业

主支付该期间的物业费。



ᴋἨᴒ ᾝᾠ

ױ ᴒἨ֦ ΐ ᾝᾠ Α行纪合同מ

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

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ױ ᴒἨᴋ ΐ ᴨ ứΑמ

行纪人处理委托事务支出的费用,由行纪人负担,但是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ױ ᴒἨ֫ ΐ ᴨ ᶻ ứΑ行纪מ

人占有委托物的,应当妥善保管委托物。

ױ ᴒἨ◖ ΐ ᴨ ứΑמ

委托物交付给行纪人时有瑕疵或者容易腐烂、变质

的,经委托人同意,行纪人可以处分该物;不能与委托

人及时取得联系的,行纪人可以合理处分。

ױ ᴒἨᴒ ΐ ᴨᶡ ᴨ ᵐ

ᴃἵ ứΑ行纪人低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卖出מ

或者高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买入的,应当经委托人同

意;未经委托人同意,行纪人补偿其差额的,该买卖对

委托人发生效力。



行纪人高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卖出或者低于委

托人指定的价格买入的,可以按照约定增加报酬;没有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

仍不能确定的,该利益属于委托人。

委托人对价格有特别指示的,行纪人不得违背该

指示卖出或者买入。

ױ ᴒἨṘ ΐ ᴨ ᴵṔ Α行纪人

卖出或者买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除委托人有相反

的意思表示外,行纪人自己可以作为买受人或者出卖

人。

行纪人有前款规定情形的,仍然可以请求委托人

支付报酬。

ױ ᴒἨ֨ ΐ ᴨὲ ό ͻὸ◘῭

ẩ ὲ ᴨ Α行纪人按照约定

买入委托物,委托人应当及时受领。经行纪人催告,委

托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的,行纪人依法可以提存委

托物。



委托物不能卖出或者委托人撤回出卖,经行纪人

催告,委托人不取回或者不处分该物的,行纪人依法可

以提存委托物。

ױ ᴒἨṖ ΐ ᴨ ứΑמ

行纪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行纪人对该合同直接享

有权利、承担义务。

第三人不履行义务致使委托人受到损害的,行纪

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行纪人与委托人另有约定

的除外。

ױ ᴒἨױ ΐ ᴨ ὲ

Α行纪人完成或者部分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

应当向其支付相应的报酬。委托人逾期不支付报酬

的,行纪人对委托物享有留置权,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除外。

ױ ṘἨ ΐὯ ᾝᾠΑ本章没

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

ᴋἨṘ ᴵᾝᾠ׆



ױ ṘἨ֦ ΐ׆ᴵᾝᾠ Α中介合同מ

是中介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

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ױ ṘἨᴋ ΐ׆ᴵᴨ ῊמứΑ中介人

应当就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报告。

中介人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

者提供虚假情况,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请求支付报

酬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ױ ṘἨ֫ ΐ׆ᴵᴨ Α中介

人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报酬。

对中介人的报酬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

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根据中介人的劳

务合理确定。因中介人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

促成合同成立的,由该合同的当事人平均负担中介人

的报酬。

中介人促成合同成立的,中介活动的费用,由中介

人负担。

ױ ṘἨ◖ ΐ׆ᴵᴨ Α

中介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请求支付报酬;但是,



可以按照约定请求委托人支付从事中介活动支出的

必要费用。

ױ ṘἨᴒ ΐ ᴨ ְ֭ ֫ᴨ

ᾝᾠᾢ Α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

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

立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

ױ ṘἨṘ ΐὯ ᾝᾠΑ本章

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

ᴋἨ֨ ᾝᵞᾝᾠ

ױ ṘἨ֨ ΐᾝᵞᾝᾠ Α合伙合同מ

是两个以上合伙人为了共同的事业目的,订立的共享

利益、共担风险的协议。

ױ ṘἨṖ ΐᾝᵞᴨ Ạ ứΑ合מ

伙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出资方式、数额和缴付期限,履

行出资义务。

ױ ṘἨױ ΐᾝᵞ ᴞΑ合伙人的出资、

因合伙事务依法取得的收益和其他财产,属于合伙财

产。

合伙合同终止前,合伙人不得请求分割合伙财产。



ױ ֨Ἠ ΐᾝᵞᴊứ Α合伙人就

合伙事务作出决定的,除合伙合同另有约定外,应当经

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合伙事务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执行。按照合伙合

同的约定或者全体合伙人的决定,可以委托一个或者

数个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其他合伙人不再执行合伙

事务,但是有权监督执行情况。

合伙人分别执行合伙事务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可

以对其他合伙人执行的事务提出异议;提出异议后,其

他合伙人应当暂停该项事务的执行。

ױ ֨Ἠ֦ ΐ ᾝᵞᴊứ Α合伙

人不得因执行合伙事务而请求支付报酬,但是合伙合

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ױ ֨Ἠᴋ ΐᾝᵞ ẻ ẩ ְᴎ ẩ

Α合伙的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按照合伙合同的约

定办理;合伙合同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由合伙

人协商决定;协商不成的,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

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

分担。



ױ ֨Ἠ֫ ΐᾝᵞᴨ ᵑὲ Ḥ

Α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清偿合伙债

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份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

人追偿。

ױ ֨Ἠ◖ ΐᾝᵞᴨ ṟ ᴞᵒ Α

除合伙合同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

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的,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

同意。

ױ ֨Ἠᴒ ΐᾝᵞᴨ ẻᵄᵶΑ合伙人

的债权人不得代位行使合伙人依照本章规定和合伙

合同享有的权利,但是合伙人享有的利益分配请求权

除外。

ױ ֨ἨṘ ΐᾝᵞ Α合伙人对合伙

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

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合伙。

合伙期限届满,合伙人继续执行合伙事务,其他合

伙人没有提出异议的,原合伙合同继续有效,但是合伙

期限为不定期。



合伙人可以随时解除不定期合伙合同,但是应当

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其他合伙人。

ױ ֨Ἠ֨ ΐᾝᵞᾝᾠ Α合伙人死

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终止的,合伙合同终止;但

是,合伙合同另有约定或者根据合伙事务的性质不宜

终止的除外。

ױ ֨ἨṖ ΐᾝᵞộᵿ ᴞẩ Α

合伙合同终止后,合伙财产在支付因终止而产生的费

用以及清偿合伙债务后有剩余的,依据本法第九百七

十二条的规定进行分配。

֫ẩ Ẉ ᾝ ᾠ

ᴋἨṖ ◦

ױ ֨Ἠױ ΐ ◦ Α管理人没מ

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

管理他人事务的,可以请求受益人偿 ᢔ 人事
失

,

管理 ᢔ 人事 受事务



管理事务不符合受益人真实意思的,管理人不享

有前款规定的权利;但是,受益人的真实意思违反法律

或者违背公序良俗的除外。

ױ ṖἨ ΐό ᴨᴡ ẻ

Α管理人管理事务不属于前条规定的情形,但

是受益人享有管理利益的,受益人应当在其获得的利

益范围内向管理人承担前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

ױ ṖἨ֦ ΐ ᴨ ứΑ管מ

理人管理他人事务,应当采取有利于受益人的方法。

中断管理对受益人不利的,无正当理由不得中断。

ױ ṖἨᴋ ΐ ᴨ ứΑ管理人מ

管理他人事务,能够通知受益人的,应当及时通知受益

人。管理的事务不需要紧急处理的,应当等待受益人

的指示。

ױ ṖἨ֫ ΐ ᴨ Ὴ῭ᴛᴾמứΑ

管理结束后,管理人应当向受益人报告管理事务的情

况。管理人管理事务取得的财产,应当及时转交给受

益人。



ױ ṖἨ◖ ΐό ᴨ Α

管理人管理事务经受益人事后追认的,从管理事务开

始时起,适用委托合同的有关规定,但是管理人另有意

思表示的除外。

ᴋἨױ ֯ ẻ

ױ ṖἨᴒ ΐ֯ ẻ Α得利人没מ

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的,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

利人返还取得的利益,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为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

(二)债务到期之前的清偿;

(三)明知无给付义务而进行的债务清偿。

ױ ṖἨṘ ΐ℮ ẻᴨ ứṌמ Α

得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

据,取得的利益已经不存在的,不承担返还该利益的义

务。

ױ ṖἨ֨ ΐ ẻᴨ ứΑ得מ

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取得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的,

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取得的利益并依

法赔偿损失。



ױ ṖἨṖ ΐ ֫ᴨ ứΑ得利人מ

已经将取得的利益无偿转让给第三人的,受损失的人

可以请求第三人在相应范围内承担返还义务。

◖ ᴨ

֦ ֦

ױ ṖἨױ ΐᴨ ♃Α本

编调整因人格权的享有和保护产生的民事关系。

ױ Ἠױ ΐᴨ Α人格权是民事מ

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

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

除前款规定的人格权外,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

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

ױ Ἠ֦ױ ΐ ᴊזᵻ ᴨ ֯όᶭ

Α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侵害。

ױ Ἠᴋױ ΐᴨ Α人格

权不得放弃、转让或者继承。

ױ Ἠ֫ױ ΐᴨ ᾌᶕ Α民事

主体可以将自己的姓名、名称、肖像等许可他人使



用,但是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许可的除

外。

ױ ◖Ἠױ ΐ ᴨ ẻ ᶻ Α死者

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

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

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

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ױ Ἠᴒױ ΐᴨ Α人格权受

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

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的停止侵害、排除

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

ױ ἨṘױ ΐ Ḥ ᾝΑ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

重精神损害,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

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ױ Ἠ֨ױ ΐᴨ ו ᵅΑ民事主

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

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



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

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

ױ ἨṖױ ΐ ᴨ ᶭ ᵑ

ז ◦ Α认定行为人承担侵害除生命权、身体

权和健康权外的人格权的民事责任,应当考虑行为人

和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

目的、方式、后果等因素。

ױ ױἨױ ΐᴨ ᾝ ᶕ Α为公

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可以合理

使用民事主体的姓名、名称、肖像、个人信息等;使

用不合理侵害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

责任。

֦Ἡ ΐ ’ͻ ᾡ ͻ

ᴊ ᵑ Α行为人因侵害人格权承担消除

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应当与行

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

行为人拒不承担前款规定的民事责任的,人民法

院可以采取在报刊、网络等媒体上发布公告或者公



布生效裁判文书等方式执行,产生的费用由行为人负

担。

֦Ἡ ֦ ΐ ᵒ Α对自然

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身份权利的保护,适用本

法第一编、第五编和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没有规定

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人格权保护的有关

规定。

ᴋ ῧ ͻ ᵻ ῭Ḟ

֦Ἡ ᴋ ΐ ῧ Α自然人享有生命权。

自然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受法律保护。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权。

֦Ἡ ֫ ΐ ᵻ Α自然人享有身体权。

自然人的身体完整和行动自由受法律保护。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身体权。

֦Ἡ ◖ ΐḞ Α自然人享有健康权。

自然人的身心健康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权。

֦Ἡ ᴒ ΐ ửמứΑ自然人的生

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



情形的,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及时

施救。

֦Ἡ Ṙ ΐᴨᵻ Α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

组织、人体器官、遗体。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

迫、欺骗、利诱其捐献。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前款规定同意捐献的,

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订立遗嘱。

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死亡

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决定

捐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Ἡ ֨ ΐ ᴨᵻᴃἵΑ禁止以任何

形式买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

违反前款规定的买卖行为无效。

֦Ἡ Ṗ ΐᴨᵻב Α为研制新药、

医疗器械或者发展新的预防和治疗方法,需要进行临

床试验的,应当依法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并经伦理委

员会审查同意,向受试者或者受试者的监护人告知试



验目的、用途和可能产生的风险等详细情况,并经其

书面同意。

进行临床试验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试验费用。

֦Ἡ ױ ΐᴷᴊᴨᵻ ◦ͻᴨᵻ

Ṝ ἥ ῭ Ử 、ứΑ从事与人体基因מ

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应当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

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Ἡ ֦Ἠ ΐ Α违背他人意愿,以

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

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

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

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Ἡ ֦Ἠ֦ ΐᶭ Ử ῭

ᵻΑ以非法拘禁等方式剥夺、限制他人的行动

自由,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

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 ᾡ ῭ᾡ



֦Ἡ ֦Ἠᴋ ΐ ᾡ Α自然人享有姓

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

自己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Ἡ ֦Ἠ֫ ΐᾡ Α法人、非法人

组织享有名称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转让

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名称。

֦Ἡ ֦Ἠ◖ ΐ ᾡ ᾡ ֯

ᶭ Α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干涉、盗用、

假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或者名称权。

֦Ἡ ֦Ἠᴒ ΐ ᴨ ὸ Α自然

人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

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

(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

(二)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

姓氏;

(三)有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

少数民族自然人的姓氏可以遵从本民族的文化

传统和风俗习惯。



֦Ἡ ֦ἨṘ ΐ ᾡͻᾡ ὲṟ

ὺ ֯ ỏן’ ᴊ ו ỤΑ自然人决定、

变更姓名,或者法人、非法人组织决定、变更、转让

名称的,应当依法向有关机关办理登记手续,但是法律

另有规定的除外。

民事主体变更姓名、名称的,变更前实施的民事

法律行为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

֦Ἡ ֦Ἠ֨ ΐ ᾡͻ ᾡ ᶻ Α

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

的笔名、艺名、网名、译名、字号、姓名和名称的

简称等,参照适用姓名权和名称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 Ḳ

֦Ἡ ֦ἨṖ ΐ Ḳ Α自然人享有肖

像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

自己的肖像。

肖像是通过影像、雕塑、绘画等方式在一定载

体上所反映的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识别的外部形象。

֦Ἡ ֦Ἠױ ΐ Ḳ Α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



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

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

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

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

权人的肖像。

֦Ἡ ᴋἨ ΐ Ḳ ᾝ ᶕ Α合理

实施下列行为的,可以不经肖像权人同意:

(一)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

研究,在必要范围内使用肖像权人已经公开的肖像;

(二)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

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三)为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制

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四)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不可避免地制作、使

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五)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人合法权益,制

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其他行为。



֦Ἡ ᴋἨ֦ ΐ Ḳ ᾌᶕ ᾝᾠ

ẴΑ当事人对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中关于肖像使用

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肖像权人的解

释。

֦Ἡ ᴋἨᴋ ΐ Ḳ ᾌᶕ ᾝᾠ

Α当事人对肖像许可使用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

不明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肖像许可使

用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

当事人对肖像许可使用期限有明确约定,肖像权

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解除肖像许可使用合同,但是应

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因解除合同造成对方

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肖像权人的事由外,应当赔偿损

失。

֦Ἡ ᴋἨ֫ ΐ ᾡ ᾌ῭ ᶻ

Ὧ Α对姓名等的许可使用,参照适用肖像许可

使用的有关规定。

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

关规定。

ᴒ ᾡ ῭



֦Ἡ ᴋἨ◖ ΐᾡ Α民事主体享有

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

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

等的社会评价。

֦Ἡ ᴋἨᴒ ΐᾡ ềΑ行为人

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影响他

人名誉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

外:

(一)捏造、歪曲事实;

(二)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理核实

义务;

(三)使用侮辱性言辞等贬损他人名誉。

֦Ἡ ᴋἨṘ ΐᾝ ứמ ◦

Α认定行为人是否尽到前条第二项规定的合理核

实义务,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一)内容来源的可信度;

(二)对明显可能引发争议的内容是否进行了必要

的调查;



(三)内容的时限性;

(四)内容与公序良俗的关联性;

(五)受害人名誉受贬损的可能性;

(六)核实能力和核实成本。

֦Ἡ ᴋἨ֨ ΐᶂ‐ᶭ ᾡ Α行为

人发表的文学、艺术作品以真人真事或者特定人为

描述对象,含有侮辱、诽谤内容,侵害他人名誉权的,

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该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行为人发表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以特定人为描

述对象,仅其中的情节与该特定人的情况相似的,不承

担民事责任。

֦Ἡ ᴋἨṖ ΐ ᵻ ṩ ᶭ

ᾡ Α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报刊、网络等

媒体报道的内容失实,侵害其名誉权的,有权请求该媒

体及时采取更正或者删除等必要措施。

֦Ἡ ᴋἨױ ΐᶾ ᵐΑ民事主体可

以依法查询自己的信用评价;发现信用评价不当的,有

权提出异议并请求采取更正、删除等必要措施。信



用评价人应当及时核查,经核查属实的,应当及时采取

必要措施。

֦Ἡ ֫Ἠ ΐ ᴊזᵻְᶾ ᶾ

ן Ṝ Α民事主体与征信机构等信

用信息处理者之间的关系,适用本编有关个人信息保

护的规定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

֦Ἡ ֫Ἠ֦ ΐ Α民事主体享有

荣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的荣

誉称号,不得诋毁、贬损他人的荣誉。

获得的荣誉称号应当记载而没有记载的,民事主

体可以请求记载;获得的荣誉称号记载错误的,民事主

体可以请求更正。

Ṙ ᴨᶾ׃῭ ᶻ

֦Ἡ ֫Ἠᴋ ΐ Α自然人享有隐

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

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

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Ἡ ֫Ἠ֫ ΐ ᶭ Α除法ו

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

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二)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

私密空间;

(三)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

(四)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

(五)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

(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Ἡ ֫Ἠ◖ ΐ׃ᴨᶾ Α自然מ

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

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

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生

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箱、健康信

息、行踪信息等。



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

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Ἡ ֫Ἠᴒ ΐ׃ᴨᶾ ὣẴ῭

ᵏΑ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

原则,不得过度处理,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但是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公开处理信息的规则;

(三)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

(四)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

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

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

֦Ἡ ֫ἨṘ ΐ ᴨᶾ׃ Ṍ ᴊ Α

处理个人信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为人不承担民事

责任:

(一)在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的范围内合理

实施的行为;



(二)合理处理该自然人自行公开的或者其他已经

合法公开的信息,但是该自然人明确拒绝或者处理该

信息侵害其重大利益的除外;

(三)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该自然人合法权益,合

理实施的其他行为。

֦Ἡ ֫Ἠ֨ ΐ׃ᴨᶾ ᵻז ẻΑ

自然人可以依法向信息处理者查阅或者复制其个人

信息;发现信息有错误的,有权提出异议并请求及时采

取更正等必要措施。

自然人发现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处理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请求信

息处理者及时删除。

֦Ἡ ֫ἨṖ ΐᶾ ᶾ ṕ

ᶻ 、ứΑ信息处理者不得泄露或者篡改其收集מ

存储的个人信息;未经自然人同意,不得向他人非法提

供其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加工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

能复原的除外。

信息处理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

确保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



篡改、丢失;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篡改、

丢失的,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告知自然人

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Ἡ ֫Ἠױ ΐ♇ Ṝͻ

ὲṟ ᶂᴨΐ ᶻ 、ứΑ国家机关מ

承担行政职能的法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于履行职

责过程中知悉的自然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

保密,不得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

ᴒ

֦ ֦

֦Ἡ ◖Ἠ ΐ ♃Α

本编调整因婚姻家庭产生的民事关系。

֦Ἡ ◖Ἠ֦ ΐ ὣẴΑ婚姻家庭受

国家保护。

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

度。

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

权益。



֦Ἡ ◖Ἠᴋ ΐ Α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Ἡ ◖Ἠ֫ ΐ ḉ Α

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

建设。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

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

婚姻家庭关系。

֦Ἡ ◖Ἠ◖ ΐ ṣ ὣẴΑ收养

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

收养人的合法权益。

禁止借收养名义买卖未成年人。

֦Ἡ ◖Ἠᴒ ΐᴥ ͻ ᴥ ὲ

ΐΑ亲属包括配偶、血亲和姻亲。

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

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



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为

家庭成员。

ᴋ

֦Ἡ ◖ἨṘ ΐ Α结婚应当男

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加以强迫,禁

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

֦Ἡ ◖Ἠ֨ ΐ Α结婚年

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

֦Ἡ ◖ἨṖ ΐ Α直系

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

֦Ἡ ◖Ἠױ ΐ Α要求结婚的

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

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完成结婚登

记,即确立婚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

记。

֦Ἡ ᴒἨ ΐ ᾢὴ ᴐו ΐΑ

登记结婚后,按照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

庭的成员,男方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



֦Ἡ ᴒἨ֦ ΐ Α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

(一)重婚;

(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

(三)未到法定婚龄。

֦Ἡ ᴒἨᴋ ΐ Α因胁迫结婚

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

年内提出。

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

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Ἡ ᴒἨ֫ ΐ ᾌ Α

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

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

婚姻。

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

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Ἡ ᴒἨ◖ ΐ ῭

ᾢ Α无效的或者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没有法律约



束力,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

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

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无

效婚姻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

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的

规定。

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

赔偿。

֫ Ṝ

֦ Ṝ

֦Ἡ ᴒἨᴒ ΐ Ⱪᵶ Α夫妻在

婚姻家庭中地位平等。

֦Ἡ ᴒἨṘ ΐ ᾡ Α夫妻双方

都有各自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

֦Ἡ ᴒἨ֨ ΐ ὯỨᾛ Ử

Α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

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另一方加以限制或者干涉。

֦Ἡ ᴒἨṖ ΐ ṣͻ ῭ᶻ

ẻמứ Α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



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

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

֦Ἡ ᴒἨױ ΐ ᴐ ṣמứΑ夫

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

需要扶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有

要求其给付扶养费的权利。

֦Ἡ ṘἨ ΐ ᴊᵄ Α夫妻一

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夫

妻双方发生效力,但是夫妻一方与相对人另有约定的

除外。

夫妻之间对一方可以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范围

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Ἡ ṘἨ֦ ΐ ᴐ Α夫妻

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Ἡ ṘἨᴋ ΐ ṛᾠ ᴞΑ夫妻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

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

(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

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Ἡ ṘἨ֫ ΐ ᴨ׃ ᴞΑ下列财

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一)一方的婚前财产;

(二)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

(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

(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Ἡ ṘἨ◖ ΐ ṛᾠḒứΑ夫妻双

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

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

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Ἡ ṘἨᴒ ΐ ᴞềΑ男女

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

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

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

一千零六十三条的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

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

自所有,夫或者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相对人知道该

约定的,以夫或者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清偿。

֦Ἡ ṘἨṘ ΐ Ṝ

ṛᾠ ᴞ ẩỜ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



(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

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

同财产利益的行为;

(二)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

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

ᴋ Ṝ ῭ṟᴼ

֦Ἡ ṘἨ֨ ΐ ṣמứ῭

ṣמứΑ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

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

的权利。

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

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Ἡ ṘἨṖ ΐ ͻᶻ

ẻמứΑ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

权利和义务。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父母应当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Ἡ ṘἨױ ΐ

ẻΑ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



离婚、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

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

֦Ἡ ֨Ἠ ΐ ᴐ Α父

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Ἡ ֨Ἠ֦ ΐ ẻΑ非

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

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

费。

֦Ἡ ֨Ἠᴋ ΐ ְ

ẻמứṜ Α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者歧视。

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

֦Ἡ ֨Ἠ֫ ΐᴥ Ṝ ן Α对

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

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成年子女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亲子关系。



֦Ἡ ֨Ἠ◖



离婚协议应当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和

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

意见。

֦Ἡ ֨Ἠ֨ ΐ Ẃ Α自婚姻登

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

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

请。

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

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

婚登记申请。

֦Ἡ ֨ἨṖ ΐ Α婚姻登记机

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离婚,并已经对子女抚养、财

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予以登记,发给离

婚证。

֦Ἡ ֨Ἠױ ΐ Α夫妻一方要

求离婚的,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

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

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

予离婚。

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

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Ἡ ṖἨ ΐ Ṝ Α完成

离婚登记,或者离婚判决书、调解书生效,即解除婚姻

关系。

֦Ἡ ṖἨ֦ ΐṳ ᶻ Α现役军人

的配偶要求离婚,应当征得军人同意,但是军人一方有

重大过错的除外。

֦Ἡ ṖἨᴋ ΐ ềΑ

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者终止妊娠后六



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但是,女方提出离婚或者

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除外。

֦Ἡ ṖἨ֫ ΐ Α离婚后,男女

双方自愿恢复婚姻关系的,应当到婚姻登记机关重新

进行结婚登记。

֦Ἡ ṖἨ◖ ΐ ᾢ Ṝ Α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

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

权利和义务。

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

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

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

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

尊重其真实意愿。

֦Ἡ ṖἨᴒ ΐ ᾢ ṣ

Α离婚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

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

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前款规定的协议或者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

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

合理要求。

֦Ἡ ṖἨṘ ΐ Α离婚后,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

方有协助的义务。

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

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父或者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

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

望。

֦Ἡ ṖἨ֨ ΐ ṛᾠ ᴞ

Α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

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

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对夫或者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

等,应当依法予以保护。

֦Ἡ ṖἨṖ ΐ ḤΑ夫妻一

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



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

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

人民法院判决。

֦Ἡ ṖἨױ ΐ ṛᾠḒứ

ḤΑ离婚时,夫妻共同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

不足清偿或者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

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Ἡ Ἠױ ΐ ửΑ离婚时,如

果一方生活困难,有负担能力的另一方应当给予适当

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

判决。

֦Ἡ Ἠ֦ױ ΐ ḤΑ有下列

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

(二)与他人同居;

(三)实施家庭暴力;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五)有其他重大过错。



֦Ἡ Ἠᴋױ ΐ֦ ᶭ ṛᾠ ᴞ

ᾢ Α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

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

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

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

ᴒ ṣ

֦ ṣṜ

֦Ἡ Ἠ֫ױ ΐ ṣᴨ ♃Α下列

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

(一)丧失父母的孤儿;

(二)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

(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Ἡ ◖Ἠױ ΐ ṣᴨ ♃Α下列个

人、组织可以作送养人:

(一)孤儿的监护人;

(二)儿童福利机构;

(三)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



֦Ἡ Ἠᴒױ ΐ ᴨ ṣ ᴨ

Α未成年人的父母均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且可能严重危害该未成年人的,该未成年人的监

护人可以将其送养。

֦Ἡ ἨṘױ ΐ ᴨ ṣ Ṃ

Α监护人送养孤儿的,应当征得有抚养义务的人

同意。有抚养义务的人不同意送养、监护人不愿意

继续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依照本法第一编的规定另

行确定监护人。

֦Ἡ Ἠ֨ױ ΐ ṣΑ生父母送

养子女,应当双方共同送养。生父母一方不明或者查

找不到的,可以单方送养。

֦Ἡ ἨṖױ ΐ ṣᴨ ᵏΑ收养人

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

(二)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

(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

(四)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

(五)年满三十周岁。



֦Ἡ ױἨױ ΐ ṣ֫ᵄᵆṩ ᾠ

ᴥ Α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

的子女,可以不受本法第一千零九十三条第三项、第

一千零九十四条第三项和第一千一百零二条规定的

限制。

华侨收养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子女,还可以

不受本法第一千零九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限制。

֦Ἡ֦ ΐ ṣ ᴨ Α无子女的

收养人可以收养两名子女;有子女的收养人只能收养

一名子女。

收养孤儿、残疾未成年人或者儿童福利机构抚

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可以不受前款和本

法第一千零九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限制。

֦Ἡ֦ ֦ ΐṛᾠ ṣΑ有配偶者收

养子女,应当夫妻共同收养。

֦Ἡ֦ ᴋ ΐ Ḡ ṣ Α

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

应当相差四十周岁以上。



֦Ἡ֦ ֫ ΐ ṣ

Α继父或者继母经继子女的生父母同意,可以

收养继子女,并可以不受本法第一千零九十三条第三

项、第一千零九十四条第三项、第一千零九十八条

和第一千一百条第一款规定的限制。

֦Ἡ֦ ◖ ΐ ṣͻ ṣ Α收养

人收养与送养人送养,应当双方自愿。收养八周岁以

上未成年人的,应当征得被收养人的同意。

֦Ἡ֦ ᴒ ΐ ṣ ͻ ṣṗῊͻ

ṣἰ ͻ ṣṗ ͻ ṣ ᵬΑ收养应当向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

起成立。

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的,办理登记的

民政部门应当在登记前予以公告。

收养关系当事人愿意签订收养协议的,可以签订

收养协议。

收养关系当事人各方或者一方要求办理收养公

证的,应当办理收养公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

评估。

֦Ἡ֦ Ṙ ΐ ṣᴨ ᾁ Α收

养关系成立后,公安机关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被

收养人办理户口登记。

֦Ἡ֦ ֨ ΐ ṣΑ孤儿或者生父母

无力抚养的子女,可以由生父母的亲属、朋友抚养;抚

养人与被抚养人的关系不适用本章规定。

֦Ἡ֦ Ṗ ΐ ṣᵝṉ Α配偶一方

死亡,另一方送养未成年子女的,死亡一方的父母有优

先抚养的权利。

֦Ἡ֦ ױ ΐ ṣΑ外国人依法

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应当经其所

在国主管机关依照该国法律审查同意。收养人应当

提供由其所在国有权机构出具的有关其年龄、婚姻、

职业、财产、健康、有无受过刑事处罚等状况的证



明材料,并与送养人签订书面协议,亲自向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

前款规定的证明材料应当经收养人所在国外交

机关或者外交机关授权的机构认证,并经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但是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Ἡ֦ ֦Ἠ ΐ ṣᶻ 、ứΑ收养人מ

送养人要求保守收养秘密的,其他人应当尊重其意愿,

不得泄露。

ᴋ ṣ Ụ

֦Ἡ֦ ֦Ἠ֦ ΐ ṣ ỤΑ自收养关

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

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

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子女与父母

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

养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

关系,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



֦Ἡ֦ ֦Ἠᴋ ΐṣ Α养子

女可以随养父或者养母的姓氏,经当事人协商一致,也

可以保留原姓氏。

֦Ἡ֦ ֦Ἠ֫ ΐ ṣ Α有本ו

法第一编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规定情形或者违反

本编规定的收养行为无效。

无效的收养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 ṣṜ

֦Ἡ֦ ֦Ἠ◖ ΐ ᴊᴨἰ ὲ◦

ו Α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不得

解除收养关系,但是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的

除外。养子女八周岁以上的,应当征得本人同意。

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

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行为的,送养人有权要求解除养

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收养关系。送养人、收养人不能

达成解除收养关系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Ἡ֦ ֦Ἠᴒ ΐṜ ἔ ἰ Α

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的,可



以协议解除收养关系。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Ἡ֦ ֦ἨṘ ΐ ṣṜ Α

当事人协议解除收养关系的,应当到民政部门办理解

除收养关系登记。

֦Ἡ֦ ֦Ἠ֨ ΐ ṣṜ ᾢ

ᵒ ỤΑ收养关系解除后,养子女与养父母以及其他

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行消除,与生父母以及其

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行恢复。但是,成年养

子女与生父母以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

否恢复,可以协商确定。

֦Ἡ֦ ֦ἨṖ ΐ ṣṜ ᾢ

ᴞ ỤΑ收养关系解除后,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养子

女,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应当给

付生活费。因养子女成年后虐待、遗弃养父母而解

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以要求养子女补偿收养期间

支出的抚养费。



生父母要求解除收养关系的,养父母可以要求生

父母适当补偿收养期间支出的抚养费;但是,因养父母

虐待、遗弃养子女而解除收养关系的除外。

Ṙ

֦ ֦

֦Ἡ֦ ֦Ἠױ ΐ ♃Α

本编调整因继承产生的民事关系。

֦Ἡ֦ ᴋἨ ΐ ό♇ ᶻ Α国

家保护自然人的继承权。

֦Ἡ֦ ᴋἨ֦ ΐ ὲ

ᴙṉᾢ Α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相互有继承关系的数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难以

确定死亡时间的,推定没有其他继承人的人先死亡。

都有其他继承人,辈份不同的,推定长辈先死亡;辈份

相同的,推定同时死亡,相互不发生继承。

֦Ἡ֦ ᴋἨᴋ ΐ ᴞ Α遗产是מ

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

不得继承。

֦Ἡ֦ ᴋἨ֫ ΐ ͻ ╡ ͻ

῭ ṣἰ ỤΑ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

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

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Ἡ֦ ᴋἨ◖ ΐ ό῭ Α

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

以书面形式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

受继承。

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六十日内,作出接

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

受遗赠。

֦Ἡ֦ ᴋἨᴒ ΐ ׁ ῭ Α

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

(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

(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

(三)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

(四)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



(五)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

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

继承人有前款第三项至第五项行为,确有悔改表

现,被继承人表示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将其列为继

承人的,该继承人不丧失继承权。

受遗赠人有本条第一款规定行为的,丧失受遗赠

权。

ᴋ

֦Ἡ֦ ᴋἨṘ ΐ ᴡ Α

继承权男女平等。

֦Ἡ֦ ᴋἨ֨ ΐ ᴨ ♃ὲ

Α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

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

继承人继承。

本编所称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

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编所称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

系的继父母。

本编所称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

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

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Ἡ֦ ᴋἨṖ ΐᵄᵶ Α被继承人

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

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

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

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

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

承的遗产份额。

֦Ἡ֦ ᴋἨױ ΐׁḠṂ ͻׁḠ

Α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

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Ἡ֦ ֫Ἠ ΐ ᴞẩ ὣẴΑ同一

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

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

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

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

֦Ἡ֦ ֫Ἠ֦ ΐ ẩ ᴞ Α对

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

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

֦Ἡ֦ ֫Ἠᴋ ΐ Α继承

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

承问题。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人协

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 ῭

֦Ἡ֦ ֫Ἠ֫ ΐ ╡ ẩ׃ᴨ ᴞΑ

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

以指定遗嘱执行人。

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

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



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

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人。

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

֦Ἡ֦ ֫Ἠ◖ ΐ ᴁ ╡Α自书遗嘱

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

֦Ἡ֦ ֫Ἠᴒ ΐᵄᴁ ╡Α代书遗嘱

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

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

日。

֦Ἡ֦ ֫ἨṘ ΐ Ὀ ╡Α打印遗嘱

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

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

֦Ἡ֦ ֫Ἠ֨ ΐ Ḳ ╡Α以录

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

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

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Ἡ֦ ֫ἨṖ ΐᾁ ╡Α遗嘱人在

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

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



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

无效。

֦Ἡ֦ ֫Ἠױ ΐṗ ╡Α公证遗嘱

由遗嘱人经公证机构办理。

֦Ἡ֦ ◖Ἠ ΐ ╡ ᴨ ề

Α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

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

(二)继承人、受遗赠人;

(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Ἡ֦ ◖Ἠ֦ ΐ ᵒΑ遗嘱应当为

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

遗产份额。

֦Ἡ֦ ◖Ἠᴋ ΐ ╡ ◘ͻὺ ᵆ

ὲ ╡ Ụ ᵶΑ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

的遗嘱。

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

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

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Ἡ֦ ◖Ἠ֫ ΐ ╡ ᵏΑ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

嘱无效。

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

所立的遗嘱无效。

伪造的遗嘱无效。

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

֦Ἡ֦ ◖Ἠ◖ ΐ ứמ ╡Α遗嘱继

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

行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经利害关系人

或者有关组织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其接受附义务

部分遗产的权利。

◖ ᴞ

֦Ἡ֦ ◖Ἠᴒ ΐ ᴞ ᴨ ᵑΑ

继承开始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没有遗嘱执行

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未推选

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没有继承人或者继

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

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Ἡ֦ ◖ἨṘ ΐ ᴞ ᴨ Α

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

֦Ἡ֦ ◖Ἠ֨ ΐ ᴞ ᴨ Α

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

(二)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

(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

(四)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

(五)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

(六)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Ἡ֦ ◖ἨṖ ΐ ᴞ ᴨ

ᴊ ᵑΑ遗产管理人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因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

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Ἡ֦ ◖Ἠױ ΐ ᴞ ᴨ Α

遗产管理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获得报

酬。



֦Ἡ֦ ᴒἨ ΐ ᾢ Α继

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

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继承人中无人知道被继

承人死亡或者知道被继承人死亡而不能通知的,由被

继承人生前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负责通知。

֦Ἡ֦ ᴒἨ֦ ΐ ᴞ ᶻ Α存有遗

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

吞或者争抢。

֦Ἡ֦ ᴒἨᴋ ΐ Α继承开始后,

继承人于遗产分割前死亡,并没有放弃继承的,该继承

人应当继承的遗产转给其继承人,但是遗嘱另有安排

的除外。

֦Ἡ֦ ᴒἨ֫ ΐ ᴞ Α夫妻共

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外,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将

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

继承人的遗产。

遗产在家庭共有财产之中的,遗产分割时,应当先

分出他人的财产。



֦Ἡ֦ ᴒἨ◖ ΐ ♃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定继承

办理:

(一)遗嘱继承人放弃继承或者受遗赠人放弃受遗

赠;

(二)遗嘱继承人丧失继承权或者受遗赠人丧失受

遗赠权;

(三)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先于遗嘱人死亡或者

终止;

(四)遗嘱无效部分所涉及的遗产;

(五)遗嘱未处分的遗产。

֦Ἡ֦ ᴒἨᴒ ΐ Ṃ ᵒΑ遗产分

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娩出时是死体

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Ἡ֦ ᴒἨṘ ΐ ᴞẩỜ ὣẴ῭

Α遗产分割应当有利于生产和生活需要,不损害遗

产的效用。

不宜分割的遗产,可以采取折价、适当补偿或者

共有等方法处理。



֦Ἡ֦ ᴒἨ֨ ΐṭ ᴞ

ẩ Α夫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再婚的,有权处分

所继承的财产,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涉。

֦Ἡ֦ ᴒἨṖ ΐ ṣἰ Α自然

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

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

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

֦Ἡ֦ ᴒἨױ ΐ ᴞẩỜ ứΑמ

分割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

债务;但是,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

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

֦Ἡ֦ ṘἨ ΐ ᴨ ᴞ Α

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

事业;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

所有制组织所有。

֦Ἡ֦ ṘἨ֦ ΐ ᴨ ͻḒứ

Ḥ ὣẴΑ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

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

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

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

֦Ἡ֦ ṘἨᴋ ΐ Ḥ ᴨ ͻ

Ḓứᵝṉᴍ ὣẴΑ执行遗赠不得妨碍清

偿遗赠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

֦Ἡ֦ ṘἨ֫ ΐ ὰ

╡ ͻ ῭Ḓứ ḤΑ既有法定继承

又有遗嘱继承、遗赠的,由法定继承人清偿被继承人

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法定继承遗产实际

价值部分,由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比例以所得遗

产清偿。

֨ ᶭ ᵑ

֦ ֦

֦Ἡ֦ ṘἨ◖ ΐᶭ ᵑ

♃Α本编调整因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民事关系。

֦Ἡ֦ ṘἨᴒ ΐ ᵑὣẴΑ行为

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





֦Ἡ֦ ֨Ἠ ΐṛᾠὉ Α二人以ו

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

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

担连带责任。

֦Ἡ֦ ֨Ἠ֦ ΐẩẼᶭ

ᵑΑ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

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

带责任。

֦Ἡ֦ ֨Ἠᴋ ΐẩẼᶭ ᵒ

ᵑΑ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

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

大小的,平均承担责任。

֦Ἡ֦ ֨Ἠ֫ ΐ Α被侵权人

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

人的责任。

֦Ἡ֦ ֨Ἠ◖ ΐό ᴨ Α损害是

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



֦Ἡ֦ ֨Ἠᴒ ΐ ֫ᴨ Α损害是

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Ἡ֦ ֨ἨṘ ΐ Α自愿参加

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

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

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除外。

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法第一千一百九十八

条至第一千二百零一条的规定。

֦Ἡ֦ ֨Ἠ֨ ΐ ử Α合法权益ו

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家机关保护,不

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必要范围内采

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应当立即请求

有关国家机关处理。

受害人采取的措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Ἡ֦ ֨ἨṖ ΐᵝṉ Ẽ Α

本法和其他法律对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ᴋ Ḥ

֦Ἡ֦ ֨Ἠױ ΐᴨ Ḥ ♃Α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

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

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

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

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Ἡ֦ ṖἨ ΐᵆ ᾠ ᴙ

Ḥ Α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

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Ἡ֦ ṖἨ֦ ΐ ᶭ ᴨ ᴙ

ᵻז Α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

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组织,该组织分立、

合并的,承继权利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

任。



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

等合理费用的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是侵权

人已经支付该费用的除外。

֦Ἡ֦ ṖἨᴋ ΐᶭ ᴨ

ᴞ Ḥ Α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

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

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以

及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

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

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

֦Ἡ֦ ṖἨ֫ ΐ ḤΑ侵害

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䤀。ጯ

向权人死亡请自 权。ጯ
数额ᒫ获况

权ጯ
人人身讼权益

等益理偿严重权向权人死亡请的
ᒫ܉Ӟጯ܈كӣጯ̓ᐟ

०᩠权

侵他人人身损失,

按损失的被侵或者额 侵益损身等०侵权利



֦Ἡ֦ ṖἨᴒ ΐᶭ ᴞ

ḤΑ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被侵权

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Ἡ֦ ṖἨṘ ΐṗ ᵑὣẴΑ受害

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依照法律的

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

֦Ἡ֦ ṖἨ֨ ΐ Ḥ ᴾ Α

损害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协商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

协商不一致的,赔偿费用应当一次性支付;一次性支付

确有困难的,可以分期支付,但是被侵权人有权请求提

供相应的担保。

֫ ᵑזᵻ

֦Ἡ֦ ṖἨṖ ΐ ᴨ ᵑΑ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

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

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Ἡ֦ ṖἨױ ΐ ᵑΑ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监护人将监护职责委托给他人的,监护人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受托人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责任。

֦Ἡ֦ Ἠױ ΐׁ ᶭ ᵑΑ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

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没有过错的,根据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对受害人适当补

偿。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醉酒、滥用麻醉药品或

者精神药品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失去控

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Ἡ֦ Ἠ֦ױ ΐ ᴨἴᵶ ᵑ῭Ỵứ

ἴᵶͻỴứ ἴᵶ ᵑΑ用人单位的工作人

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

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

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





֦Ἡ֦ ◖Ἠױ ΐ ᶭ ᵑΑ网络

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Ἡ֦ Ἠᴒױ ΐ ứ ᶠ ᶭ

ְ ᵑ Α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

侵权行为的,权利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

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通知应当包括构

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及权利人的真实身份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

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

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

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权利人因错误通知造成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

提供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Ἡ֦ ἨṘױ ΐ֯ᶭ Α网络用

户接到转送的通知后,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不

存在侵权行为的声明。声明应当包括不存在侵权行

为的初步证据及网络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声明后,应当将该声明转送

发出通知的权利人,并告知其可以向有关部门投诉或

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转送声

明到达权利人后的合理期限内,未收到权利人已经投

诉或者提起诉讼通知的,应当及时终止所采取的措施。

֦Ἡ֦ Ἠ֨ױ ΐ ứ ᶠ

ᵑΑ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

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

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Ἡ֦ ἨṖױ ΐ ṕᶻ ứᴨמ ᵑΑ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

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

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

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

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

者组织者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Ἡᴋ ᴋ ΐᴞ‐ ᴞ ᵑΑ因产

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Ἡᴋ ֫ ΐ ᶭ ᴨ Ḥ

῭ṉ Ḥᴨ Ḥ Α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

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

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

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

生产者追偿。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

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Ἡᴋ ◖ ΐ ᴞ ῭ ₆

֫ᴨ Ḥ Α因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

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产品的生产者、

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Ἡᴋ ᴒ ΐὉὲᴼᴨᴨ ͻ ᴞ

ṕ ᵑ Α因产品缺陷危及他人人身、财

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生产者、销售者承担停

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



֦Ἡᴋ Ṙ ΐ ᾢὶ

῭ᶭ ᵑΑ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

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及时采取停止销售、警示、

召回等补救措施;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补救措施

不力造成损害扩大的,对扩大的损害也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依据前款规定采取召回措施的,生产者、销售者

应当负担被侵权人因此支出的必要费用。

֦Ἡᴋ ֨ ΐᴞ‐ ᵑ ḤΑ

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或者没有依据前

条规定采取有效补救措施,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

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ᴒ Ử ᴛ ᴊ ᵑ

֦Ἡᴋ Ṗ ΐ Ử ᴛ ᴊ ᵑ

Α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

路交通安全法律和本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Ἡᴋ ױ ΐ Ử ᴨͻ ᴨ

ְᶕ ᴨ֦֯ ᶭ ᵑΑ因租赁、借用等情

形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

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

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Ἡᴋ ֦Ἠ ΐ ᴛᴾᵵ Ủ

Ử ᶭ ᵑΑ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或者

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是未办理登记,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受让人

承担赔偿责任。

֦Ἡᴋ ֦Ἠ֦ ΐ Ử ᶭ ᵑΑ

以挂靠形式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机动车,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挂靠人

和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

֦Ἡᴋ ֦Ἠᴋ ΐ ᴼᴨ

Ử ᶭ ᵑΑ未经允许驾驶他人机动车,发生交通

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

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

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本章另有规

定的除外。



֦Ἡᴋ ֦Ἠ֫ ΐᴛ ᴊ ᵑ ז

ᵻ Ḥ Α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

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

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

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

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

由侵权人赔偿。

֦Ἡᴋ ֦Ἠ◖ ΐ ᶭ

ᵑΑ以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经达到

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转让

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

֦Ἡᴋ ֦Ἠᴒ ΐ ͻ ữ

Ử ᶭ ᵑΑ盗窃、抢劫或者抢夺的机动车发生

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盗窃人、抢劫人或者抢夺人

承担赔偿责任。盗窃人、抢劫人或者抢夺人与机动

车使用人不是同一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

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盗窃人、抢劫人或者抢夺人与

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连带责任。



保险人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

抢救费用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Ἡᴋ ֦ἨṘ ΐ ᴊᾢ ᵑὲό

ᴨ Α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该机

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由保险人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

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不明、该机动车未参

加强制保险或者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

限额,需要支付被侵权人人身伤亡的抢救、丧葬等费

用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后,其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

故责任人追偿。

֦Ἡᴋ ֦Ἠ֨ ΐ ᾠש ᵑ Α

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

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

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Ṙ ἥ ᵑ

֦Ἡᴋ ֦ἨṖ ΐἥ ᵑ ὣ

Ẵ῭ ᵑ ᵻΑ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ז



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

偿责任。

֦Ἡᴋ ֦Ἠױ ΐἥứᴨΐ ῭ứמ

ᾠ Α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

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

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

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

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

取得其明确同意。

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

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Ἡᴋ ᴋἨ ΐ Ẁ֭ ᾠ

Α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

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

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Ἡᴋ ᴋἨ֦ ΐ Ử׆ἥứᴨΐ

Α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

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

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Ἡᴋ ᴋἨᴋ ΐ ἥ

Α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

疗规范的规定;

(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三)遗失、伪造、篡改或者违法销毁病历资料。

֦Ἡᴋ ᴋἨ֫ ΐ ‐ͻ ᴞ‐ͻἥ

░ , Ṕ֯ᾝ ᶭ ᵑΑ因

药品、消毒产品、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

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生产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

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

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生产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

֦Ἡᴋ ᴋἨ◖ ΐἥ Ṍ Α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

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

诊疗规范的诊疗;

(二)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

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

(三)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也

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Ἡᴋ ᴋἨᴒ ΐἥ ὖ

ứͻמ ὖ ẻΑ医疗机构及其医

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

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

记录等病历资料。

患者要求查阅、复制前款规定的病历资料的,医

疗机构应当及时提供。

֦Ἡᴋ ᴋἨṘ ΐ ᴨᶾ׃῭

ᶻ Α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

个人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

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Ἡᴋ ᴋἨ֨ ΐ Α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

要的检查。

֦Ἡᴋ ᴋἨṖ ΐ ἥ ὲṟἥ

ứᴨΐᾝ Α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

益受法律保护。

干扰医疗秩序,妨碍医务人员工作、生活,侵害医

务人员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 ꜗ ᵑ

֦Ἡᴋ ᴋἨױ ΐ ͻ ꜗ

ᶭ ᵑΑ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他人

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Ἡᴋ ֫Ἠ ΐ ͻ ꜗᶭ

ט ᵑΑ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发生纠纷,行为

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

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

任。

֦Ἡᴋ ֫Ἠ֦ ΐֿ׃ᵆ֬ᶭ ᴨ

ᵑ Α两个以上侵权人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的,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浓度、排放

量,破坏生态的方式、范围、程度,以及行为对损害后

果所起的作用等因素确定。

֦Ἡᴋ ֫Ἠᴋ ΐ ͻ ꜗ

ᶭ ḤΑ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

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

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Ἡᴋ ֫Ἠ֫ ΐ◦ ֫ᴨ

ͻ ꜗ ᶭ ᵑΑ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

环境、破坏生态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侵权人请求赔偿,

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侵权人赔偿后,有权向第

三人追偿。

֦Ἡᴋ ֫Ἠ◖ ΐ ᷅ ᵑΑ

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生态环境能够修复

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

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承担修复责任。侵权人在期限内

未修复的,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可以

自行或者委托他人进行修复,所需费用由侵权人负担。



֦Ἡᴋ ֫Ἠᴒ ΐṗ Ḥ ♃Α

违反国家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国家规定的机关

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下列损失

和费用:

(一)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服务功能

丧失导致的损失;

(二)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

(三)生态环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

(四)清除污染、修复生态环境费用;

(五)防止损害的发生和扩大所支出的合理费用。

Ṗ Ὁ ᵑ

֦Ἡᴋ ֫ἨṘ ΐ Ὁ ᵑ ֦

Α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Ἡᴋ ֫Ἠ֨ ΐ

ᵑΑ民用核设施或者运入运出核设施的核

材料发生核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核设施的营运

单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战争、



武装冲突、暴乱等情形或者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

担责任。

֦Ἡᴋ ֫ἨṖ ΐ ░ ᵑΑ

民用航空器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航空器的经营者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

造成的,不承担责任。

֦Ἡᴋ ֫Ἠױ ΐἻ ᶕ Ὁ

ᵑΑ占有或者使用易燃、易爆、剧毒、高

放射性、强腐蚀性、高致病性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

人损害的,占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

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

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重大过失的,

可以减轻占有人或者使用人的责任。

֦Ἡᴋ ◖Ἠ ΐᴷᴊ ͻ ὙͻⱩ֭

Ử ᶕ Ṡ ᵑΑ从

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

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

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



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重大过失

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

֦Ἡᴋ ◖Ἠ֦ ΐ ͻ Ὁ

ᵑΑ遗失、抛弃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所有人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将高度危险物交

由他人管理的,由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有过错

的,与管理人承担连带责任。

֦Ἡᴋ ◖Ἠᴋ ΐ Ἳ Ὁ

ᵑΑ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由

非法占有人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管理人不能证

明对防止非法占有尽到高度注意义务的,与非法占有

人承担连带责任。

֦Ἡᴋ ◖Ἠ֫ ΐ Ὁ ⱬ ṕᶻ

ᵑΑ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

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害,管理人能够证明已经采取

足够安全措施并尽到充分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

不承担责任。



֦Ἡᴋ ◖Ἠ◖ ΐ Ὁ ᵑ Ḥ

Α承担高度危险责任,法律规定赔偿限额的,依照其

规定,但是行为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ױ ṣỬ ᵑ

֦Ἡᴋ ◖Ἠᴒ ΐ ṣỬ ᵑ

֦ Α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

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

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

者减轻责任。

֦Ἡᴋ ◖ἨṘ ΐ ή Ử

ὸ ṕ ᵑΑ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

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

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

֦Ἡᴋ ◖Ἠ֨ ΐ ṣ Ὁ Ử

ᵑΑ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

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Ἡᴋ ◖ἨṖ ΐỬ ♀ Ử

ᵑΑ动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园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

权责任。

֦Ἡᴋ ◖Ἠױ ΐ ͻ Ử

ᵑΑ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

他人损害的,由动物原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侵权责

任。

֦Ἡᴋ ᴒἨ ΐ◦ ֫ᴨ ᶕỬ

ᵑΑ因第三人的过错致使动物造成他人损

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请求赔

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

人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Ἡᴋ ᴒἨ֦ ΐ ṣỬ מ

ứΑ饲养动物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

妨碍他人生活。

Ἠ ῭ ᵏ ᵑ

֦Ἡᴋ ᴒἨᴋ ΐ ͻ

ṟᴼ Ḃ ͻ ᵑΑ建筑物、构筑物或

者其他设施倒塌、塌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

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



能够证明不存在质量缺陷的除外。建设单位、施工

单位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因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或者第三人的原因,

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塌陷造成他人

拾

成



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

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

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未采取必要

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

务的侵权责任。

发生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

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Ἡᴋ ᴒἨᴒ ΐ Ḃ ͻ

ᵑΑ堆放物倒塌、滚落或者滑落造成

他人损害,堆放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Ἡᴋ ᴒἨṘ ΐⱢṗṛ ֬ ͻ

ḔḂͻ ‐ ᵑΑ在公共道路

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公共道路管理人不能证

明已经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应当承担相

应的责任。



֦Ἡᴋ ᴒἨ֨ ΐ ͻḔḂ

꜡ ᴨ ᶭ ᵑΑ因林木折断、倾

倒或者果实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林木的所有人或者

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Ἡᴋ ᴒἨṖ ΐṗṛⱬ ֬

ᵑ῭ ᴓ Ⱪ֭ ᵑΑ在公共

场所或者道路上挖掘、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造成他

人损害,施工人不能证明已经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

全措施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窨井等地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

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Ẵ

֦Ἡᴋ ᴒἨױ ΐ ᾷמΑ

民法所称的“以上”、“以下”、“以内”、“届

满”,包括本数;所称的“不满”、“超过”、“以

外”,不包括本数。

֦Ἡᴋ ṘἨ ΐ ὲ Α

本法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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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

我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作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

֦ͻ ṡ מ

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一项

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设部署。编纂民法典,就是

通过对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制度规范进行系统整合、

编订纂修,形成一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

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和实际,体例科学、结构严谨、

规范合理、内容完整并协调一致的法典。这是一项

系统的、重大的立法工程。

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国

几代人的夙愿。党和国家曾于 1954 年、1962 年、

1979 年和 2001 年先后四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第一

次和第二次,由于多种原因而未能取得实际成果。

1979 年第三次启动,由于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制

定一部完整民法典的条件尚不具备。因此,当时领导



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立法工作的彭真、习仲勋等同

志深入研究后,在八十年代初决定按照“成熟一个通

过一个”的工作思路,确定先制定民事单行法律。现

行的继承法、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法就是在这

种工作思路下先后制定的。2001 年,九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组织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并于

2002 年 12 月进行了一次审议。经讨论和研究,仍确

定继续采取分别制定单行法的办法推进我国民事法

律制度建设。2003 年十届全国人大以来,又陆续制定

了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等。总的看,经过多年来努力,我国民事立法是富有成

效的,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民事

司法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民事法律服务取得显著进

步,民法理论研究也达到较高水平,全社会民事法治观

念普遍增强,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较好的制度基础、

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随着我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发展和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人

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对编纂和出台民法典寄予很大

的期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全面依法治国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

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已经进入新时代。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征

程中,编纂民法典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 ṡ ꜛ ῭ ♇׆℮ ᵟמז

ề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

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

盛的象征和标志。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

放 4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

斗,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发展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强大生

命力和显著优越性。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正是伴随着

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而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系统总结制度建设成果和

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编纂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



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不仅能充分彰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成果和制度自信,促进和保

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也能为人类法治

文明的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ᴋ) ṡ ṕ ᶡ ♇ͻ ♇

ᵻ ῭ Ụ ᵄἔ ט

民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它规范各类

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

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建立健全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以良法保障善治,是全

面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民法通过确立民事主体、

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民事责任等民事总则制

度,确立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

权责任等民事分则制度,来调整各类民事关系。民法

与国家其他领域法律规范一起,支撑着国家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是保证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正常有

效运行的基础性法律规范。编纂民法典,就是全面总

结我国的民事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经验,对现行民事单



行法律进行系统编订纂修,将相关民事法律规范编纂

成一部综合性法典,不断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这对于以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

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 ṡ ꜛ ῭ ℮ ᵟמז

ề ͻ Ử ὶ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

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以法治为基础、在

法治轨道上运行、受法治规则调整的经济制度,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我国民事主体制

度中的法人制度,规范民事活动的民事法律行为制度、

代理制度,调整各类财产关系的物权制度,调整各类交

易关系的合同制度,保护和救济民事权益的侵权责任

制度,都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可或

缺的法律制度规范和行为规则。同时,我国民事法律

制度建设一直秉持“民商合一”的传统,把许多商事

法律规范纳入民法之中。编纂民法典,进一步完善我



国民商事领域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为各类民商

事活动提供基本遵循,有利于充分调动民事主体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维护交易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有利

于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

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

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ṡ ᴨ ͻ ᴨ

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保障

人民权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法律制度逐步得

到完善和发展,公民的民事权利也得到越来越充分的

保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的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的不断积

累,随着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人民群众在民主、

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

增长,希望对权利的保护更加充分、更加有效。党的

十九大明确提出,要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

权。而现行民事立法中的有些规范已经滞后,难以适

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编纂民法典,健全



和充实民事权利种类,形成更加完备的民事权利体系,

完善权利保护和救济规则,形成规范有效的权利保护

机制,对于更好地维护人民权益,不断增加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ᴋͻ ṡ ᵻ ῭ ὣẴ

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

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法典编纂工作,

将编纂民法典列入党中央重要工作议程,并对编纂民

法典工作任务作出总体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十二

届、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都高度重视这一立法工

作,将编纂民法典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年

度立法工作计划,确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

重点项目,积极持续推进。为做好民法典编纂工作,全

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先后多次向党中央请示和报告,就

民法典编纂工作的总体考虑、工作步骤、体例结构

等重大问题进行汇报。2016 年 6 月、2018 年 8 月、

2019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三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就民

法典编纂工作所作的请示汇报,对民法典编纂工作作

出重要指示,为民法典编纂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基

本遵循。

编纂民法典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

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和有关中央全会精神,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

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总结实践经

验,适应时代要求,对我国现行的、制定于不同时期的

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

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人格权方面的民事法

律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订纂修,形成一部具有中国

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为新



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提供完备的民事法治保障。

贯彻上述指导思想,切实做好民法典编纂工作,必

须遵循和体现以下基本原则: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坚持服务党和国

家工作大局,充分发挥民法典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保护民

事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回应人民的法治需求,

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充分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民法

典成为新时代保护人民民事权利的好法典。三是坚

持立足国情和实际,全面总结我国改革开放 40 多年

来民事立法和实践经验,以法典化方式巩固、确认和

发展民事法治建设成果,以实践需求指引立法方向,提

高民事法律制度的针对性、有效性、适应性,发挥法

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四是坚持依法治国与



以德治国相结合,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

事法律规范,大力弘扬传统美德和社会公德,强化规则

意识,倡导契约精神,维护公序良俗。五是坚持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不断增强民事法律规范的

系统性、完整性,既保持民事法律制度的连续性、稳

定性,又保持适度的前瞻性、开放性,同时处理好、衔

接好法典化民事法律制度下各类规范之间的关系。

֫ͻ ṡ ᶂ Ẁ

根据党中央的工作部署,编纂民法典的起草工作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牵头,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法学会为参加单位。为做好民法典编纂工作,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与五家参加单位成立

了民法典编纂工作协调小组,并成立了民法典编纂工

作专班。

编纂民法典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也不是简

单的法律汇编,而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编订

纂修,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

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



性的新规定。编纂民法典采取“两步走”的工作思

路进行:第一步,制定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的总则编;

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和

修改完善后,再与民法总则合并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

草案。

2015 年 3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启

动民法典编纂工作,着手第一步的民法总则制定工作,

以 1986 年制定的民法通则为基础,系统梳理总结有

关民事法律的实践经验,提炼民事法律制度中具有普

遍适用性和引领性的规则,形成民法总则草案,2016 年

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三次审议,2017 年 3

月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制定民法总则,完成了民法典编纂工作的第一步,

为民法典编纂奠定了坚实基础。

民法总则通过后,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接续努力、抓紧开展作为民法典编纂第二步的各

分编编纂工作。法制工作委员会与民法典编纂工作

各参加单位全力推进民法典各分编编纂工作,系统梳

理、研究历年来有关方面提出的意见,开展立法调研,



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以现行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

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等为基础,结

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民事法律提出的新需求,形成

了包括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

权责任等 6 个分编在内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请

2018 年 8 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

会议审议。其后,2018 年 12 月、2019 年 4 月、6 月、

8 月、10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第十

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会议对民法典

各分编草案进行了拆分审议,对全部 6 个分编草案进

行了二审,对各方面比较关注的人格权、婚姻家庭、

侵权责任 3 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三审。在此基础上,将

民法总则与经过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

分编草案合并,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

案)》,提请 2019 年 12 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经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

作出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请本次大会审议。

民法典草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全国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将草案印发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部



署组织全国人大代表研读讨论民法典草案工作,征求

代表意见。同时,法制工作委员会还将草案印发地方

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中央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并

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征求社会公众意见。法制工作委

员会还在北京召开多个座谈会,听取有关部门、专家

的意见。各方面普遍认为,编纂民法典,对于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关

注,栗战书委员长多次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疫

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疫

情防控工作提供法治保障提出明确的工作要求。我

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

央决策部署,结合民法典编纂工作,对与疫情相关的民

事法律制度进行梳理研究,对草案作了有针对性的修

改完善。

2020 年 4 月 20 日、21 日,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



代表研读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和各方面的意见,对民法

典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认为经过全国人大常委

会多次审议和广泛征求意见,草案充分吸收各方面的

意见建议,已经比较成熟,形成了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

为进一步做好会议审议民法典草案的准备工作,

更充分听取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4 月 29 日,法制工

作委员会将修改后的民法典草案再次发送给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请各地方以适当方式组

织有关全国人大代表研读讨论,听取意见。

◖ͻ ṡ ז ṩ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共 7 编、1260

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

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

(֦) Ẵ

第一编“总则”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

原则和一般性规则,统领民法典各分编。第一编基本

保持现行民法总则的结构和内容不变,根据法典编纂

体系化要求对个别条款作了文字修改,并将“附则”



部分移到民法典草案的最后。第一编共 10 章、204

条,主要内容有:

1.关于基本规定。第一编第一章规定了民法典的

立法目的和依据。其中,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作为一项重要的立法目的,体现坚持依法治国与

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鲜明中国特色(草案第一条)。同时,

规定了民事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确立了

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守法和公序良俗等民法

基本原则(草案第四条至第八条)。为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将绿色原则确立为民法的基本原则,规定民

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

态环境(草案第九条)。

2.关于民事主体。民事主体是民事关系的参与者、

民事权利的享有者、民事义务的履行者和民事责任

的承担者,具体包括三类:一是自然人。自然人是最基

本的民事主体。草案规定了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和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监护制度、宣告失踪和宣告

死亡制度,并对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作了规

定(草案第一编第二章)。结合此次疫情攵鐀营体 ⩆



监护制度作了进一步完善,规定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

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

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

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

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草案第三十四条第四款)。

二是法人。法人是依法成立的,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

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

务的组织。草案规定了法人的定义、成立原则和条

件、住所等一般规定,并对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

特别法人三类法人分别作了具体规定(草案第一编第

三章)。三是非法人组织。非法人组织是不具有法人

资格,但是能够依法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的组

织。草案对非法人组织的设立、责任承担、解散、

清算等作了规定(草案第一编第四章)。

3.关于民事权利。保护民事权利是民事立法的重

要任务。第一编第五章规定了民事权利制度,包括各

种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草案对

知识产权作了概括性规定,以统领各个单行的知识产

权法律(草案第一百二十三条)。同时,对数据、网络



虚拟财产的保护作了原则性规定(草案第一百二十七

条)。此外,还规定了民事权利的取得和行使规则等内

容(草案第一百二十九条至第一百三十二条)。

4.关于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民事法律行为是民

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

系的行为,代理是民事主体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

行为的制度。第一编第六章、第七章规定了民事法

律行为制度、代理制度:一是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定

义、成立、形式和生效时间等(草案第一编第六章第

一节)。二是对意思表示的生效、方式、撤回和解释

等作了规定(草案第一编第六章第二节)。三是规定民

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制度(草案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

四是规定了代理的适用范围、效力、类型等代理制

度的内容(草案第一编第七章)。

5.关于民事责任、诉讼时效和期间计算。民事责

任是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的法律后果,是保障和维

护民事权利的重要制度。诉讼时效是权利人在法定

期间内不行使权利,权利不受保护的法律制度,其功能

主要是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维护交易安全、



稳定法律秩序。第一编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规

定了民事责任、诉讼时效和期间计算制度:一是规定

了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并对不可抗力、正当防卫、

紧急避险、自愿实施紧急救助等特殊的民事责任承

担问题作了规定(草案第一编第八章)。二是规定了诉

讼时效的期间及其起算、法律效果,诉讼时效的中止、

中断等内容(草案第一编第九章)。三是规定了期间的

计算单位、起算、结束和顺延等(草案第一编第十章)。

(ᴋ)

物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重要财产权。物权

法律制度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

是最重要的民事基本制度之一。2007 年第十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物权法。草案第二

编“物权”在现行物权法的基础上,按照党中央提出

的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

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结合现实

需要,进一步完善了物权法律制度。第二编共 5 个分

编、20 章、258 条,主要内容有:



1.关于通则。第一分编为通则,规定了物权制度

基础性规范,包括平等保护等物权基本原则,物权变动

的具体规则,以及物权保护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了新

的表述,为贯彻会议精神,草案将有关基本经济制度的

规定修改为:“国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

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

制度。”(草案第二百零六条第一款)

2.关于所有权。所有权是物权的基础,是所有人

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

益和处分的权利。第二分编规定了所有权制度,包括

所有权人的权利,征收和征用规则,国家、集体和私人

的所有权,相邻关系、共有等所有权基本制度。针对

近年来群众普遍反映业主大会成立难、公共维修资

金使用难等问题,并结合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在现行物权法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业主的建



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一是明确地方政府有关部门、

居民委员会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

给予指导和协助(草案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二是

适当降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特别是使用建筑物及其

附属设施维修资金的表决门槛,并增加规定紧急情况

下使用维修资金的特别程序(草案第二百七十八条、

第二百八十一条第二款)。三是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在

征用组织、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的事由中增加

“疫情防控”;明确物业服务企业和业主的相关责任

和义务,增加规定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应当

执行政府依法实施的应急处置措施和其他管理措施,

积极配合开展相关工作,业主应当依法予以配合(草案

第二百四十五条、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第二百

八十六条第一款)。

3.关于用益物权。用益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他

人的物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第三分编规

定了用益物权制度,明确了用益物权人的基本权利和

义务,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

等用益物权。草案还在现行物权法规定的基础上,作



了进一步完善:一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

度依法保护产权的要求,明确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

限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草案第三百五十九条第

一款)。二是完善农村集体产权相关制度,落实农村承

包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要求,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相关规定作了完善,增加土地经营权的规定,并删除耕

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规定,以适应“三权分置”后土

地经营权入市的需要(草案第二编第十一章、第三百

九十九条)。考虑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制度

改革正在推进过程中,草案与土地管理法等作了衔接

性规定(草案第三百六十一条、第三百六十三条)。三

是为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

多渠道保障住房制度的要求,增加规定“居住权”这

一新型用益物权,明确居住权原则上无偿设立,居住权

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或者遗嘱,经登记占有、使用他

人的住宅,以满足其稳定的生活居住需要(草案第二编

第十四章)。



4.关于担保物权。担保物权是指为了确保债务履

行而设立的物权,包括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第四

分编对担保物权作了规定,明确了担保物权的含义、

适用范围、担保范围等共同规则,以及抵押权、质权

和留置权的具体规则。草案在现行物权法规定的基

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担保物权制度,为优化营商环境提

供法治保障:一是扩大担保合同的范围,明确融资租赁、

保理、所有权保留等非典型担保合同的担保功能,增

加规定担保合同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和其他具

有担保功能的合同(草案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一款)。二

是删除有关担保物权具体登记机构的规定,为建立统

一的动产抵押和权利质押登记制度留下空间。三是

简化抵押合同和质押合同的一般条款(草案第四百条

第二款、第四百二十七条第二款)。四是明确实现担

保物权的统一受偿规则(草案第四百一十四条)。

5.关于占有。占有是指对不动产或者动产事实上

的控制与支配。第五分编对占有的调整范围、无权

占有情形下的损害赔偿责任、原物及孳息的返还以

及占有保护等作了规定。(草案第二编第二十章)



(֫)ᾝᾠ

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1999 年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合同法。

草案第三编“合同”在现行合同法的基础上,贯彻全

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坚持维护契约、平等交换、公平

竞争,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完善合同制度。第三

编共 3 个分编、29 章、526 条,主要内容有:

1.关于通则。第一分编为通则,规定了合同的订

立、效力、履行、保全、转让、终止、违约责任等

一般性规则,并在现行合同法的基础上,完善了合同总

则制度:一是通过规定非合同之债的法律适用规则、

多数人之债的履行规则等完善债法的一般性规则(草

案第四百六十八条、第五百一十七条至第五百二十

一条)。二是完善了电子合同订立规则,增加了预约合

同的具体规定,完善了格式条款制度等合同订立制度

(草案第四百九十一条、第四百九十五条至第四百九

十八条)。三是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完善国家

订货合同制度,规定国家根据抢险救灾、疫情防控或

者其他需要下达国家订货任务、指令性计划的,有关



民事主体之间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权利和义务订立合同(草案第四百九十四条第一款)。

四是针对实践中一方当事人违反义务不办理报批手

续影响合同生效的问题,草案明确了当事人违反报批

义务的法律后果,健全合同效力制度(草案第五百零二

条第二款)。五是完善合同履行制度,落实绿色原则,

规定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

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草案第五百零九条第三款)。同

时,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增加规定了情势变

更制度(草案第五百三十三条)。六是完善代位权、撤

销权等合同保全制度,进一步强化对债权人的保护,细

化了债权转让、债务移转制度,增加了债务清偿抵充

规则、完善了合同解除等合同终止制度(草案第三编

第五章、第五百四十五条至第五百五十六条、第五

百六十条、第五百六十三条至第五百六十六条)。七

是通过吸收现行担保法有关定金规则的规定,完善违

约责任制度(草案第五百八十六条至第五百八十八条)。

2.关于典型合同。典型合同在市场经济活动和社

会生活中应用普遍。为适应现实需要,在现行合同法



规定的买卖合同、赠与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

等 15 种典型合同的基础上,第二分编增加了 4 种新

的典型合同:一是吸收了担保法中关于保证的内容,增

加了保证合同(草案第三编第十三章)。二是适应我国

保理行业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需要,增加了保理合

同(草案第三编第十六章)。三是针对物业服务领域的

突出问题,增加规定了物业服务合同(草案第三编第二

十四章)。四是增加规定合伙合同,将民法通则中有关

个人合伙的规定纳入其中(草案第三编第二十七章)。

第三编还在总结现行合同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完善了其他典型合同:一是通过完善检验期限的规定

和所有权保留规则等完善买卖合同(草案第六百二十

二条、第六百二十三条、第六百四十一条至第六百

四十三条)。二是为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明确规定禁

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草案

第六百八十条第一款)。三是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建立

租购同权住房制度的要求,保护承租人利益,增加规定

房屋承租人的优先承租权(草案第七百三十四条第二

款)。四是针对近年来客运合同领域出现的旅客霸座、



不配合承运人采取安全运输措施等严重干扰运输秩

序和危害运输安全的问题,维护正常的运输秩序,草案

细化了客运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草案第八百一十

五条第一款、第八百一十九条、第八百二十条)。五

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了赠与合同、融

资租赁合同、建设工程合同、技术合同等典型合同

(草案第三编第十一章、第十五章、第十八章、第二

十章)。

3.关于准合同。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既与合同规

则同属债法性质的内容,又与合同规则有所区别,第三

分编“准合同”分别对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的一般

性规则作了规定。(草案第三编第二十八章、第二十

九章)

(◖)ᴨ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对其特定的人格利益享有的

权利,关系到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民事主体最基本的

权利。草案第四编“人格权”在现行有关法律法规

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从民事法律规范的角度规定自

然人和其他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内容、边界和保护方



式,不涉及公民政治、社会等方面权利。第四编共 6

章、51 条,主要内容有:

1.关于一般规定。第四编第一章规定了人格权的

一般性规则:一是明确人格权的定义(草案第九百九十

条)。二是规定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人格权

不得放弃、转让或者继承(草案第九百九十一条、第

九百九十二条)。三是规定了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

(草案第九百九十四条)。四是明确规定人格权受到侵

害后的救济方式(草案第九百九十五条至第一千条)。

2.关于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第四编第二章

规定了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的具体内容,并对实

践中社会比较关注的有关问题作了有针对性的规定:

一是为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鼓励遗体捐献的善

行义举,草案吸收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确立器官捐献

的基本规则(草案第一千零六条)。二是为规范与人体

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明确从事

此类活动应遵守的规则(草案第一千零九条)。三是近

年来,性骚扰问题引起社会较大关注,草案在总结既有

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规定了性骚扰的认定



标准,以及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防止和制止性骚

扰的义务(草案第一千零一十条)。

3.关于姓名权和名称权。第四编第三章规定了姓

名权、名称权的具体内容,并对民事主体尊重保护他

人姓名权、名称权的基本义务作了规定:一是对自然

人选取姓氏的规则作了规定(草案第一千零一十五条)。

二是明确对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

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等,参照适用姓名权

和名称权保护的有关规定(草案第一千零一十七条)。

4.关于肖像权。第四编第四章规定了肖像权的权

利内容及许可使用肖像的规则,明确禁止侵害他人的

肖像权:一是针对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深度伪造”他

人的肖像、声音,侵害他人人格权益,甚至危害社会公

共利益等问题,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利用信息

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并明确对

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草案第一千零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千零二十三条

第二款)。二是为了合理平衡保护肖像权与维护公共

利益之间的关系,草案结合司法实践,规定肖像权的合



理使用规则(草案第一千零二十条)。三是从有利于保

护肖像权人利益的角度,对肖像许可使用合同的解释、

解除等作了规定(草案第一千零二十一条、第一千零

二十二条)。

5.关于名誉权和荣誉权。第四编第五章规定了名

誉权和荣誉权的内容:一是为了平衡个人名誉权保护

与新闻报道、舆论监督之间的关系,草案对行为人实

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涉及的民事责任承担,

以及行为人是否尽到合理核实义务的认定等作了规

定(草案第一千零二十五条、第一千零二十六条)。二

是规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报刊、网络等媒体报道

的内容失实,侵害其名誉权的,有权请求更正或者删除

(草案第一千零二十八条)。

6.关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第四编第六章在

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隐私权和

个人信息的保护,并为下一步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留

下空间:一是规定了隐私的定义,列明禁止侵害他人隐

私权的具体行为(草案第一千零三十二条、第一千零

三十三条)。二是界定了个人信息的定义,明确了处理



个人信息应遵循的原则和条件(草案第一千零三十四

条、第一千零三十五条)。三是构建自然人与信息处

理者之间的基本权利义务框架,明确处理个人信息不

承担责任的特定情形,合理平衡保护个人信息与维护

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草案第一千零三十六条至第一

千零三十八条)。四是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负

有保护自然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义务(草案第一千

零三十九条)。

(ᴒ)

婚姻家庭制度是规范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基

本准则。1980 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通过了新的婚姻法,2001 年进行了修改。1991 年第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收养

法,1998 年作了修改。草案第五编“婚姻家庭”以现

行婚姻法、收养法为基础,在坚持婚姻自由、一夫一

妻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

了部分规定,并增加了新的规定。第五编共 5 章、79

条,主要内容有:



1.关于一般规定。第五编第一章在现行婚姻法规

定的基础上,重申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

等婚姻家庭领域的基本原则和规则,并在现行婚姻法

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完善:一是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有关加强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地

弘扬家庭美德,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

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草案第一千零四十三条第一

款)。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合法

权益,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利益最大

化的原则落实到收养工作中,增加规定了最有利于被

收养人的原则(草案第一千零四十四条第一款)。三是

界定了亲属、近亲属、家庭成员的范围(草案第一千

零四十五条)。

2.关于结婚。第五编第二章规定了结婚制度,并

在现行婚姻法的基础上,对有关规定作了完善:一是将

受胁迫一方请求撤销婚姻的期间起算点由“自结婚

登记之日起”修改为“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草

案第一千零五十二条第二款)。二是不再将“患有医

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作为禁止结婚的情形,





4.关于离婚。第五编第四章对离婚制度作出了规

定,并在现行婚姻法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完善:一是

增加离婚冷静期制度。实践中,轻率离婚的现象增多,

不利于婚姻家庭的稳定。为此,草案规定了提交离婚

登记申请后三十日的离婚冷静期,在此期间,任何一方

可以向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申请(草案第一千零七十七

条)。二是针对离婚诉讼中出现的“久调不判”问题,

增加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

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草案

第一千零七十九条第五款)。三是关于离婚后子女的

抚养,将现行婚姻法规定的“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

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修改为“不满两周岁的子女,

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以增强可操作性(草案第

一千零八十四条第三款)。四是将夫妻采用法定共同

财产制的,纳入适用离婚经济补偿的范围,以加强对家

庭负担较多义务一方权益的保护(草案第一千零八十

八条)。五是将“有其他重大过错”增加规定为离婚

损害赔偿的适用情形(草案第一千零九十一条第五项)。



5.关于收养。第五编第五章对收养关系的成立、

收养的效力、收养关系的解除作了规定,并在现行收

养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有关制度:一是扩大被收

养人的范围,删除被收养的未成年人仅限于不满十四

周岁的限制,修改为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均可被收养

(草案第一千零九十三条)。二是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

的调整相协调,将收养人须无子女的要求修改为收养

人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草案第一千零九十八条

第一项)。三是为进一步强化对被收养人利益的保护,

在收养人的条件中增加规定“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

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并增加规定民政部门应当

依法进行收养评估(草案第一千零九十八条第四项、

第一千一百零五条第五款)。

(Ṙ)

继承制度是关于自然人死亡后财富传承的基本

制度。1985 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通过了继承法。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个人和家庭拥有的财产日益增多,因继承引发的纠纷

也越来越多。根据我国社会家庭结构、继承观念等



方面的发展变化,草案第六编“继承”在现行继承法

的基础上,修改完善了继承制度,以满足人民群众处理

遗产的现实需要。第六编共 4 章、45 条,主要内容有:

1.关于一般规定。第六编第一章规定了继承制度

的基本规则,重申了国家保护自然人的继承权,规定了

继承的基本制度。并在现行继承法的基础上,作了进

一步完善:一是增加规定相互有继承关系的数人在同

一事件中死亡,且难以确定死亡时间的继承规则(草案

第一千一百二十一条第二款)。二是增加规定对继承

人的宽恕制度,对继承权法定丧失制度予以完善(草案

第一千一百二十五条第二款)。

2.关于法定继承。法定继承是在被继承人没有对

其遗产的处理立有遗嘱的情况下,继承人的范围、继

承顺序等均按照法律规定确定的继承方式。第六编

第二章规定了法定继承制度,明确了继承权男女平等

原则,规定了法定继承人的顺序和范围,以及遗产分配

的基本制度。同时,在现行继承法的基础上,完善代位

继承制度,增加规定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



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草

案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第二款)。

3.关于遗嘱继承和遗赠。遗嘱继承是根据被继承

人生前所立遗嘱处理遗产的继承方式。第六编第三

章规定了遗嘱继承和遗赠制度,并在现行继承法的基

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了遗嘱继承制度:一是增加了打

印、录像等新的遗嘱形式(草案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条)。二是修改了遗嘱效力规则,删

除了现行继承法关于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切实

尊重遗嘱人的真实意愿。

4.关于遗产的处理。第六编第四章规定了遗产处

理的程序和规则,并在现行继承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

善了有关遗产处理的制度:一是增加遗产管理人制度。

为确保遗产得到妥善管理、顺利分割,更好地维护继

承人、债权人利益,草案增加规定了遗产管理人制度,

明确了遗产管理人的产生方式、职责和权利等内容

(草案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至第一千一百四十九条)。

二是完善遗赠扶养协议制度,适当扩大扶养人的范围,

明确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均可以成为扶养人,



以满足养老形式多样化需求(草案第一千一百五十八

条)。三是完善无人继承遗产的归属制度,明确归国家

所有的无人继承遗产应当用于公益事业(草案第一千

一百六十条)。

(֨)ᶭ ᵑ

侵权责任是民事主体侵害他人权益应当承担的

法律后果。2009 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

次会议通过了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法实施以来,在

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制裁侵权行为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草案第七编“侵权责任”在总

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侵权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吸

收借鉴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对侵权责任制度作了必

要的补充和完善。第七编共 10 章、95 条,主要内容

有:

1.关于一般规定。第七编第一章规定了侵权责任

的归责原则、多数人侵权的责任承担、侵权责任的

减轻或者免除等一般规则。并在现行侵权责任法的

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完善:一是确立“自甘风险”规

则,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



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没有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的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草案第一千

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二是规定“自助行为”制度,

明确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情况紧迫且不能及时获得国

家机关保护,不立即采取措施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

以弥补的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

必要范围内采取扣留侵权人的财物等合理措施,但是

应当立即请求有关国家机关处理。受害人采取的措

施不当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草案第一

千一百七十七条)。

2.关于损害赔偿。第七编第二章规定了侵害人身

权益和财产权益的赔偿规则、精神损害赔偿规则等。

同时,在现行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对有关规定作了进

一步完善:一是完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规定因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

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草

案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二款)。二是为加强对知识

产权的保护,提高侵权违法成本,草案增加规定,故意



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

应的惩罚性赔偿(草案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条)。

3.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第七编第三章规定

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其监

护人的侵权责任,用人单位的侵权责任,网络侵权责任,

以及公共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等。同时,草案在现行

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完善:一是增加规定

委托监护的侵权责任(草案第一千一百八十九条)。二

是完善网络侵权责任制度。为了更好地保护权利人

的利益,平衡好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利

益,草案细化了网络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定,完善了权利

人通知规则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转通知规则(草案第

一千一百九十五条、第一千一百九十六条)。

4.关于各种具体侵权责任。第七编的其他各章分

别对产品生产销售、机动车交通事故、医疗、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高度危险、饲养动物、建筑物和

物件等领域的侵权责任规则作出了具体规定。并在

现行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对有关内容作了进一步完

善:一是完善生产者、销售者召回缺陷产品的责任,增



加规定,依照相关规定采取召回措施的,生产者、销售

者应当负担被侵权人因此支出的必要费用(草案第一

千二百零六条第二款)。二是明确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的顺序,即先由机动车强制保险理赔,不足部分由机动

车商业保险理赔,仍不足的由侵权人赔偿(草案第一千

二百一十三条)。三是进一步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明确医务人员的相关说明义务,加强医疗机构及其医

务人员对患者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草案第一千二

百一十九条、第一千二百二十六条)。四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增加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惩罚

性赔偿制度,并明确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

偿规则(草案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第一千二百三十

四条、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五是加强生物安全管

理,完善高度危险责任,明确占有或者使用高致病性危

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草案第一千

二百三十九条)。六是完善高空抛物坠物治理规则。

为保障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草案对高空抛物

坠物治理规则作了进一步的完善,规定禁止从建筑物

中抛掷物品,同时针对此类事件处理的主要困难是行



为人难以确定的问题,强调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

查,查清责任人,并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

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此类行为的发生

(草案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

(Ṗ) Ẵ

草案最后部分“附则”明确了民法典与婚姻法、

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

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的关系。民法典施行

后,上述民事单行法律将被替代。因此,草案规定在民

法典施行之时,同步废止上述民事单行法律(草案第一

千二百六十条)。需要说明的是,2014 年第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

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二

条的解释》,作为与民法通则、婚姻法相关的法律解

释,也同步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和以上说明,

请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