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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3年12月，我国立法机关制定了在2010年之前完成中国民法法典化的宏伟目标。
中国民法法典化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中国应当制定怎样的民法典？
如何制定民法典？
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应注意哪些方面的主要问题？
这已经成为中国民法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学者对法典化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多侧重于对法典化立法精神、原则和法典框架结构
的探讨。
民法典起草的论战可谓硝烟弥漫。
最显眼的莫过于有学者炮制了所谓的“人文主义法典”和“物文主义法典”这两个古怪名词，并将“
物文主义法典”的拥护者的帽子扣在对手的头上，展开一番“厮杀”。
一时间，关于中国民法法典化的辩论在一定程度上围绕这两个杜撰出来的名词（或者说以它们为基础
）而展开。
这种以创造新名词攻击学术异己随后“金蝉脱壳”的做法，令人感到更多的是有借法典化之名进行“
炒作”之嫌，这样获得的研究成果掺杂了过多的随意性和假想性，其科学性和严肃性将受到责疑。
以这种方式研究如此重要的学术问题在法制较发达的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出现这样的状况，着实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怪现象。
为此，我们深感焦虑。
我们以为，研究民法的人应当怀着一颗朴实的心，以谦逊的态度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严谨的思维、
开阔的眼界来研习民法法典化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现象。
在真正的科学研究中，一切狂妄自大都是要不得的，“老子天下第一”的姿态只会反映出自身的浅薄
和无知。
要制定一部好的中国民法典最重要的是理论准备。
具体而言，中国的立法者和民法学者迫切需要在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下，全面审视法典化历史经验，深
入分析和洞察世界法典化运动的最新趋势，吸取外国法典化的先进经验，避免走他们走过的弯路。
我们要做到的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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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典分解”理论认为由于民事特别法在实际生活中不断取代民法典调整民事关系，在特别法的侵蚀
下，传统民法典已经走到了尽头，已经被特别法所分解，我们正处在一个“法典分解”的时代。
该理论的倡导者是意大利著名民法学者那达林若·伊尔蒂(Nata1ino Irti)教授。
“法典重构”的观点却认为，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日趋复杂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传统的民法典的
文本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有必要重新制定民法典。
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纷纷重新制定了它们的民法典。
荷兰于1992年重新制定了民法典(该法典重构运动开始于1947年)；俄罗斯自1922年《苏俄民法典》
和1964年《苏俄民法典》之后，2001年重新制定和颁布了现行《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德国在欧盟法
律统一框架下在2002年重新修订了《德国民法典债编》，进行了所谓的债法现代化改革，将大量的消
费者保护法规范置于债编之中；拉丁美洲的诸多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重新制定民法典，
其中新的《巴西民法典》已经于2002年颁布。
以Pierre Cata1a教授为首的《法国民法典》债法篇修改委员会，从2003年起着手债编的改革，至今已接
近尾声。
此外，在英美法判例法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下，一些大陆法系学者主张援引英美法判例规则，反对民法
法典化，其主要理由是：民法典不能够全面、及时地调整纷繁复杂和新出现的法律现象，表现的是一
种僵化的立法模式；民法法典化体现是专制集权政治思想，有悖于民主的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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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民法典制定中国民法典制定现状以及要考虑的主要问题一、历史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
开放（1949-1978）的30余年间，因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缘故，中国基本上不存在制定民法典的土
壤。
虽然有学者认为，当时中国无法制定民法典是领导人不重视法制的原因，但是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全面而且彻底地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而在这种体制下，中国缺乏民法典制定
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条件，即主体平等的社会空间和社会大众意思自治的政治条件。
在这一期间里，民众的民事生活范围实际上非常狭小，民事领域里的法律调整，只有婚姻家庭关系显
得十分必要，因此这一期间中国调整民事生活的法律，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4年）一
部。
“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部法律事实上也被废止。
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中国立法机关虽然两次起草民法典，但最后都没有成功。
此时中国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依据，主要是所谓“民事政策”，即“党和国家颁布的有关民事方面的
规范性文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导下级法院裁判工作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包括各种“意见”和“
批复”等。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修正稿）》（1963年8月28日）。
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到1992年之前，中国领导阶层认识到过去长期实行的极左政策
的错误，提出放弃“人治”，实行法治；同时，中国人也认识到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缺陷，开始尝试
建立不同于前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
与此种政策相配合，中国立法机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又一次开始制定民法典，并编制了民法典的
征求意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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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反法典化》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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