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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典评注 》 分 15 ?图书出

版。 其中物权编 4 ? ， 合同编 6

?， 人格权编 1 ?， 婚姻家庭编

1 ?， 继承编 1 ?， 侵权责任编 2

?。

★ 《民法典评注》 总字数逾 600 万，

平均每条撰写近 6000 字。

丛书目录
《民法典评注》 是民法领域迄今鲜见的

宏大学术工程，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

所的民法学者相携学界同道共同完成的厚重

学术作品。

《民法典评注》 以融通学术性与实践性

为创作取向， 对民法典 1260 个法条逐一进

行深入系统的规范解释， 使读者既能从整体

图景视域掌握民法典的法治精神， 又能从细

致入微视点理解民法典的规范含义； 既能基

于本书继续深化对民法典的创新研究， 又能

借助本书广泛普及对民法典的有效应用。

《民法典评注》 的撰写者立足于中国法

治场景， 建构体现中国法治意识的法律阐释

时空坐标， 切实契合中国法治发展实际情

况， 充分彰显中国法学话语表达特点， 并吸

收熔炼国际上一些有重要影响的法律评注模

式， 充分彰显了我国民法研究水平的突破性

提升， 以及撰写团队的深厚学术积累与卓越

创新能力， 是中国民法典编纂成功之后衍生

的优质学术成果。

【丛书简介】

【前言/序言】

总序

起始古远、 绵续益盛的人类法制史延展

至 2020 年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喷薄而出， 成为法史叙事的煌煌时空标识。

从此， 在世界民法典之林， 中国民法典以其

鲜明的中国特色、 充沛的时代精神、 科学的

规范设计、 严谨的结构体系、 精准的话语表

达， 独树一帜、 弘扬四域。 民法典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点建构， 其规范效

能沛然厚重， 实施效果卓然可期， 已然功在

当代， 定然惠泽千秋。

民法典乃时代发展的产物， 非在中国进

入新时代而无以有中国民法典。 在中外法制

史上， 任何一个可以标识历史进程的民法典

都与其所在时代紧密关联， 适应时代需要、

反映时代精神、 吸收时代精华、 积聚时代经

验， 方得以成就集该时代特质之大观的民法

典。 法国民法典是如此， 德国民法典也是如

此， 中国民法典更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以

来， 民法典立法屡启屡止， 于 1954 年、

1962 年、 1979 年、 2001 年曾四次启动， 但

均未成案； 民法典立法又屡止屡启， 2014

年党中央再次提出编纂民法典， 其后历经六

载， 终至功成。 中国民法典之路艰苦卓绝，

反映出中国人民法治信仰蓄根长久、 于今蓬

勃， 民法典追求坚韧不拔、 非竟莫停。 但说

到底， 中国民法典的出台是中国法治发展的

必然结果， 是人民追求法治之心与国家治理

现代化之路相融契合的必然结果。

民法典乃集体智慧结晶， 非有法治实践

者及阐述者长期奉献无以有中国民法典。 尤

其是， 民法典是几代民法学人心血所注、 梦

想所系。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老所长王家福先

生被誉为“推动依法治国的理论创新者” 而

获党中央、 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他生

前多次表示， 其最大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看

到中国民法典颁布。 于今民法典终获颁布，

足以尽纳几代民法典立法参与者的全力之

功， 足以告慰几代民法学人建构最好民法典

的竞心之梦。 当然， 说到民法典是集体智慧

结晶， 这个“集体” 庞然无限而超然民法学

界内外， 甚至含括所有于今日中国民法知识

有效形成的中外古今人物， 在一定意义上可

以说， 所有中国法治实践的参与者， 所有中

国法学知识的阐释者， 都是民法知识积累与

民法典规则形成的贡献者。 当探究蕴含在中

国民法典之中的观念、 知识、 经验的传承与

借鉴时， 这个“集体” 更是只能以民族甚至

人类命名之。 所以， 民法学界只是对民法典

有更多的阐释机会与弘扬条件， 这只是民法

学界的责任而非权利。 也正是这份身为民法

学者的学术责任， 使我们汇聚一起， 殚精竭

虑撰写 《民法典评注》 系列专著， 以期向世

人贡献更为系统、 细致、 周延而得体的民法

知识， 使中国民法典的确切含义与深刻底蕴

更为精准地呈现于世人面前， 更为有效地融

入中国的民法实践。

民法典的实在意义并不限于彰显改革开

放以来民事立法之蔚然大观， 当然， 以

1260 个条文、 10 万余言有机组成的文本也

确属伟大的法律作品； 民法典的实在意义根

本上在于以此塑化社会成员的民法生活体

验， 以及在此生活体验中通过将民法典规范

外现于行、 内化于心来形塑国民精神。 民法

典以多重形式存在于世， 有文本中的民法

典、 实践中的民法典、 记忆中的民法典和信

念中的民法典。 民法典欲有效行于世， 必须

使民法典长存于心； 而欲使民法典长存于

心， 必使人先明民法典其理。 因为只有透彻

明晰民法典之理， 才能经明理致信之机制而

有效遵行适用民法典……

建构法律阐释“时空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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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出版社

于恩德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刘静坤 编著

法律出版社

全书约 20 万字， 是对于

恩德所编著的 《中国禁烟法令

变迁史》 所做的校勘， 共分七

章， 分别为第一章绪论， 第二

章初期禁烟时代之法令 （一七

二九—一八三〇）， 第三章严

厉禁烟时代之法令 （一八三〇

—一八五八）， 第四章弛禁时

代之禁烟法令 （一八五八—一

九〇六） 等内容。 中国近代史

可?说是一部禁毒史， 而中国

近代立法时也可说时一部禁烟

禁毒立法的变迁史， 本书正是?禁烟法令的变迁为视角展

示中国近代禁毒史的经典之作， 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价

值。

本书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

定委员会组织编写， 中国法学会

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成员杨

立新、 郭明瑞担任主编， 数十位

法学专家学者共同完成。 民法典

的庞大体系， 就是建立在庞大的

民法典术语之上的， 可?说， 民

法典的概念就是民法典这座高楼

最基础的建筑材料。 因此， 正确

理解民法典的术语， 是学习、 掌

握、 应用、 宣传民法典的基础。

全书依照立法、 司法和理论研究

的基本要求， 对民法典的基本术语进行筛选， 依照民法典的

规范性进行解说。 在具体的词条解释中， 既注重学术性、 科

学性， 也关注?俗性、 平实性， 避免纯粹的学术定义。

本书? 2021 年新修改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 为

脉络和主线， 分为四大模块： 1.

将刑诉法解释进行新旧对照， 并

?过表格的形式、 不同的标记来

展先条文变化， 同时， 附加相关

刑诉法的条文， 二者相互结合，

使整体内容更为清晰； 2.对修改

变化的重要的刑诉法司法解释条

文进行解读， 提炼适用要点， 提

高本书实用价值； 3.?案释法，

针对重要条文， 整理汇总相关典型案例， 提炼司法裁判要

旨； 4， ?过流程图、 图表等形式， 梳理刑事诉讼程序的重

点难点要点， 提示读者， 并给予一定指引。

《最新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条文对照与
适用要点》

《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民法典术语》

B2 非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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