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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经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央政治局第

一时间就“切实实施民法典”举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

法典的重大意义，推动民法典实施，以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

益”。这为我们贯彻实施民法典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南京海事法院作为审理海事海商纠纷案件的专

门法院，要将贯彻实施民法典作为重要任务，通过正确适用民法典，公正高效审理好各类海事海商案件，

充分发挥海事审判职能作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贯彻实施民法典的行动自

觉

民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立 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族 5000多年优

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

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颁布实施民法典，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生动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的新时代。民法典作为一部重要的基础性民事立法，很多规定与有关国家机关直接相关，直接涉及公民

和法人的权利义务，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载体，其颁布实施必将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迈向更高水平。

颁布实施民法典，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坚实法治保障。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积累了一系列民商事法律制度成果。民法

典正是将我国多年来的改革发展成果用法典形式确定下来，其规定的法人、代理、物权、合同等多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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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将为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治支撑。

颁布实施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的重

大举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新认识和新发展。民法典调整规范自然人、法人等民事主体之间最普通、

最常见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其颁布实施回应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将更好维护人民

权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颁布实施民法典，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制

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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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战略部署。民法作为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与其他领域法律规范一起，

支撑着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民法典通过系统规定民事主体各项权益，促使国家治理手段更加规范高

效，其颁布实施将极大推进和提升我国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准确把握民法典的核心要义和重点问题，确保民法典在海事审判工作中正

确适用

令在必信，法在必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是衡量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履行为

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尺度。审理民事案件是人民法院的重要职责，民法典是人民法院适用最多最广泛的裁

判依据。海事法院审理案件，除适用海事海商法律以外，也大量适用民法典。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民法典

是人民法院切实履职尽责的应有之义。

实施民法典必须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民法典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

各个历史时期长期积淀的智慧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贯彻实施民法典，要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理论指导民法典适用，准确把握民法典相关重要制度的立法精神和立法原意，正确适用民法典相

关条文规范，确保贯彻实施民法典的正确政治方向。

实施民法典必须融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具体实践。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依法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是人民法院的职责和使命。海事法院处于对外开放最前沿，肩负着为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等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重任。民法典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

的基础性法律，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们要

立足于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认真谋划和推进民法典的实施，用好民法典确立的原则、制度和规定，

妥善审理各类海事海商案件，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海洋经济健康发展，实现民法典适用的法律效果、社会

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

实施民法典必须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为依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是

保障人民权益。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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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身财产安全、人格尊严维护都有更高要求。民法典为民立典、以民为本，写满

了人民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民事权利，切实回应人民群众法

治需求。贯彻实施民法典，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保护民事权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高度重视船员

劳务、人身损害、海洋渔业生产等民生案件，妥善审理货物运输、港口作业、船舶碰撞、生态保护等纠纷，

充分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加强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深入研究，不断提高海事案件审判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各级司法机关要秉持公正司法，提高民事案件审判水平和效率。海事海商法

律是民法的特别法，海事法院在实施民法典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

对“新法”和“旧法”、“一般法”和“特别法”适用方面的理论学习和研究，提高海事审判能力和水平。

迅速掀起学习贯彻民法典的热潮。加强民法典的学习培训，鼓励引导干警积极开展对民法典的学习研

讨，深入思考民法典对海事审判、海商法修订、海事海商领域法律适用等方面的影响，促使民法典新理念、

新原则、新概念、新条款贯彻落实到海事审判执行工作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

善于把握学习重点。民法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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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

实施民法典应当注重联系审判工作实际，突出学习重点，高度关注民法典新增制度、重大修改内容的学习，

充分掌握民法典与现行九部民商事法律的法条变化情况，深刻理解与海事审判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条文，



认真查找海事海商法律、司法解释与民法典规定和原则不一致的内容，妥善处理“新的一般法”与“旧的

特别法”之间的冲突，确保法律适用的准确统一。

积极开展海商事法律理论研究。民法典与海商法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民法典确定的立

法目的、原则、价值取向将对海商法的修改产生深刻影响。民法典物权编、侵权责任编、合同编分别同船

舶物权、船舶碰撞和船舶油污损害、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国内水路货物运输合同、多

式联运合同、融资租赁合同等密切相关。我们在实施民法典过程中，应当立足海事审判职能，积极开展相

关海事海商法律理论研究，为海商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修改提供更多实践依据和理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