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回应百姓诉求
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共1200多个条文，覆盖一个公民生老病死

的全部生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鉴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法典全面调整自然人、
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公平规范每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类
民事活动，充分保护百姓拥有的各类民事权利，有助于增强人们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
信心。

陈宇表示，本次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其中又单独用了一个章节对“隐私权
和个人信息保护”做了规定，明确了隐私权的概念，规定禁止偷录、偷拍、偷窥等行为，
不得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体现了对人民群众最关切利益的保护。

北京市晟信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么敏表示，电子商务的发展和移动手机的普及给
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我们经常使用网上购物、手机约车、外卖订餐等APP。“我们在使

用APP或者其他电子平台消费时，即与平台及服务提供方形成了合同关系，但在民法典出台之前，法院更倾向于认可签
字盖章的纸质合同原件的效力，而不倾向认可通过网络达成合意的合同的形式，这给遇到纠纷的普通民众增加了举证的
难度。”她说，即将生效的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订立”的规定，从法律层面承认了电子合同的效力，从根本上解决了上述
问题，体现了民法典体系的与时俱进，使得民法典成为社会大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利器。

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业内人士认为，民法典不仅回应了人民诉求，而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民法典立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表示，依法治国首先要完善法律体系。民法典反映了经济社会方

方面面的运行规律、规则。经济主体按照这些规则去处理人际、财产等关系，当具体经济行为中出现矛盾纠纷，法院也将
按照民法典规则进行判决，保证经济社会在既定规则下运行。从这一角度讲，民法典的实施能更好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民法典生效后，届时婚姻法、继承法、合同法等将同时废止。民法典的颁布，为司法、执法奠定了体系化基础，完善了
国家治理体系。”么敏说。

陈宇也指出，民法典回应了我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建设中所提出的新问题。比如，专门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等，都
极具中国特色，对于盘活集体所有制财产、加大土地供应、稳控房价都有积极作用。

“此次民法典的颁布，很多条文是司法解释或者是经由长期的司法实践上升为法律条文的，跟中国现实是匹配的。”
陈宇说，比如，为了强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境资源保护的现实需要，民法典增加了生态环境污染破坏的侵权
责任，专门增加对生态破坏的修复责任，特别是对故意污染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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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制度对现实生活和经济生活都将发挥指引作用，实现了国家治理、经济发展与人民权利保障的有机统一，
在实施过程中会展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多个重点领域立法加速推进
民法典将于2021年1月1日生效。作为一部“固根本”的基础性法律，民法典集多部法律之大成，使民法典在时间效力、

适用标准等方面呈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复杂性。记者也了解到，相关部门将及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确保民法
典更好实施。

“首先是针对民法典的时间效力问题，最高法将出台司法解释，包括民法典实施以前发生的法律行为是否适用民法
典规定、新法旧法如何衔接等，预计很快能够落地。”杨立新说。

同时，专家指出，民法典作为民事基本法，其确立的规则还是较为抽象，需要制定更为详细的规范性文件。杨立新表
示，民法典中规定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基本原则，还应进一步具体细化落实。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岳仲明12月21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在民法典有关规定的基础上，
细化、充实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规则，进一步增强法律规范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草案还对处理包括人脸等个人生
物特征在内的敏感个人信息作出专门规定。

此外，一系列重磅法律法规有望陆续落地，持续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支
撑。具体来看，明年立法工作还将着力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岳仲明说，明年预安排的重点立法工作包
括，推动高质量发展，围绕创新驱动发展，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修改科学技术进步法、反垄断法、公司法、企业
破产法等；保障高品质生活，修改教育法、职业教育法、传染病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推进高
效能治理，围绕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等。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11月27日，建筑工人在活动结束后翻阅民法典。
当日，一场普法宣讲活动在中建二局上海大悦城二期项目工地举行。项目工

地所在社区的法律工作者来到工人中间，宣讲民法典相关知识，提高务工人员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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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在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下即将生效，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将
因这部法典的诞生而被深刻改变。”谈及民法典的颁布，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陈
宇言语中略带激动。

今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宣告中国“民法典时代”正式到来。回顾2020年，民法典的颁布在我国法治建设历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展望2021年，我国法治体系还将持续完善，围绕创新驱动发展、保障
人民高品质生活等，推动修改反垄断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持续为推
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支撑。

民法典将于2021年 1月 1日
正式实施，其中离婚程序中增加30
天冷静期引发社会强烈关注，相关
多个热点话题连日冲上微博热搜榜。

新华社发

长春市教育局近期通报了7名
有 偿 补 课 的 在 职 教 师 ， 涵 盖 小
学、初中、高中各阶段，包括吉
林大学附属中学、东北师范大学
附属实验学校的教师。这些教师
均在校外培训机构上课，被查处
后受到警告、记过、降级、扣薪
等处罚。

长春市教育局副局长董妍介
绍，为减轻学生负担，近期教育
局成立了治理工作专班，排查全
市有偿补课行为，对重点区域、
学校、对象进行全天候督查。

“死看死守半个多月，查空了
一半的辅导班。”专班负责人周立
刚介绍，在长春火炬大厦、瀚森

综合大厦、汇华大厦、梅隆大厦
等重点区域进行了集中检查。

工作专班在调查一家培训机构
时，遭遇多名家长拦门。执法人
员进入班级后，发现上课的女教
师对黑板上的知识并不了解，而
在教室最后一排，坐着一名自称

“旁听家长”的人。在要求对其拍
照取证时，该“家长”几次试图
逃跑。反复询问后发现，他是长
春市某附属学校教师，在高二模
拟考试前，“走穴”讲课，一节课
2000元。

被查出后，该教师受到行政记
过、三年内不得晋升职称、取消
年终奖、调离班主任岗位等处罚。

不少补课地点深藏民居，取证
困难。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暗访地
下补课班来到长春明珠小区时发
现，补课机构都不挂招牌，卷帘
门低垂，摄像头密布。学生进入
后大门紧闭，工作人员一再敲门
也无人应答。执法人员要长时间
蹲守，或者假扮成家长才能进入
相关区域。

家长谎称“无偿补课”也是专
班在检查中遭遇的新难题。让检
查人员无奈的是，一些家长非但
不配合检查，还谎称教师补课是
无偿行为，也不配合提供收费证
据，学生对此也是三缄其口，取
证难度较大。

有的补一假期课“够买一台轿车了”

教师有偿补课
该咋治理？

近期，长春市教育局通
报多起在校教师有偿补课
事件，引起广泛关注。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
发现，虽然教育主管部门一
再禁止在校教师有偿补课，
但部分培训机构和在校教
师仍顶风而上，有的教师补
一假期课的违规收入“够买
一台轿车了”。

在近期专项治理中，长春市教
育局规范了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行
为，严禁其聘用在职教师，一经查出
一律吊销办学许可证，并公布了一
批培训机构“白名单”。

据了解，长春市教育局还将进
一步规范培训机构的办学行为，使
其不得再以在校教师为卖点，不得
为有偿补课提供平台。

教育专家建议，为防止有偿补
课现象回潮，教育主管部门应进一

步加大对培训机构办学行为的规范
力度，推进治理常态化、规范化。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林
丹认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
育主管部门应研究建立师德修养评
价标准，创新和完善师德培养长效
机制，建立教师职前、入职、职内的
师德教育一体化体系，帮助教师树
立正确的职业观念。

长春二实验中学校长李国荣
说，学校既要与教师签署“师德承诺

书”，发现教师有偿补课的苗头及时
纠正，也要监督教师的教学质量，经
常听课评课，加强教学测评，发现教
师有课上不讲的情况及时谈话，并
把教师的绩效工资向教学一线倾
斜，激励教师的教学热情。

“扭转家长错误的补课观念也
是一个重要方面。”董妍认为，学生
补课前应该先给家长“补课”，让家
长改变盲从心态，培养正确的教育
观。 新华社长春12月24日电

双管齐下：紧盯培训机构、加强师德建设

记者调查发现，有偿补课的背
后，一方面是家长“望子成龙”的迫
切需求，一些培训机构针对家长心
理进行“名师炒作”；另一方面，校
外补课收入高于在校薪酬，一些教
师顶风而上。

在长春市一所重点高中，记者
随机采访了一个理科班，其中四分
之一的学生在校外补课。

长春市发布的 2019 年基础教
育质量监测评估结果年度报告显
示，高二阶段有五成以上的学生每
周参加 1至 5个课外班。

一位高中物理教师认为，学生
到外面补课有很多原因，并不完全
是由于老师课内不讲。有一部分

确实是因为课上没听懂，需要课后
补；有一部分学生是觉得课上“吃
不饱”，也去课外补。“班上不管成
绩好的还是成绩差的，几乎都在外
边上培训班”。

据了解，在长春等地的“补课市
场”上，一对一辅导高中生，非在职
教师一般为每小时 200元，在职教师
可以达到每小时 700元至 1000元。

一位长期组织在校教师补课的
家长给记者算了笔账：组织一个补
课班，初中教师一小时收入约有
1500 元 ，高中教师有的超过 2500
元。每逢寒暑假，许多学生每天的
课程多达 6 节，有的教师一个假期
收入 10 万元到 20 万元，“够买一台

轿车了”。
尽管价高，但一些家长还是主

动组织在校教师补课。这位家长
道出了普遍心态：“找任课老师补
课，一方面他们了解学生情况，能
够更紧密结合课程；另一方面也相
当于变相给老师红包，让老师在学
校能对孩子多些关照。”

有业内人士认为，严禁在校教
师有偿补课却遭遇顶风而上，是部
分教师错误师德观念的体现，一些
违规补课的教师认为，“义务教育
辛辛苦苦，校外补课发财致富”“校
外补课也是劳动所得、凭知识赚
钱”“补课被抓是倒霉，不去补课是
无能”……

违规有偿补课“花样百出”

有的教师一小时收费超过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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