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法典宣传月

一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什么是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在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它涵盖

了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等多个方面的内容，被称为

“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民法典有哪些亮点？

1、完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

第二百八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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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电子合同开启无纸化时代

第五百一十二条 为了适应电子商务快速发展以及百姓网购需求的增多，民

法典规定，数据电文也具有法律效力，这意味着纸质合同将逐步退出互联网时代。

3、向霸座者说“不”

第八百一十五条 旅客应当按照有效客票记载的时间、班次和座位号乘坐。

旅客无票乘坐、超程乘坐、越级乘坐或者持不符合减价条件的优惠客票乘坐的，



应当补交票款，承运人可以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旅客不支付票款的，承运人可以

拒绝运输。

4、疾病作为婚姻无效的事由被删除

第一千零五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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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两周岁以下子女抚养权不再有争议

第一千零八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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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家务劳动可有偿

第一千零八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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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虚拟财产等新型财产纳入遗产范围

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 遗产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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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增加遗嘱形式

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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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千一百三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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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确立“自愿风险”规则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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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完善高空抛物坠物治理规则

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

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

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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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