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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草案合同编明确规定：

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

反国家有关规定。

“在基础法律中明确禁止高利

贷，代表着在国家层面对高利贷进

行坚决禁止和严厉打击的态度。”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

中心主任孟强说。

网贷变成“套路贷”，“现金贷”

变身高利贷……近年来，民间借贷

领域问题频出，既影响正常金融秩

序，也给经济社会稳定带来隐患，

亟需通过法律进行规范。

孟强说，这一规定在继承现行

合同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作出了

更加明确的宣示，也与最高人民法

院近年来制定的民间借贷相关司

法解释规定相衔接，为应对民间借

贷领域有关问题提供更加充分的

法律依据。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

轶表示，我国无论是法律传统还是

人们的普遍认知，对高利贷行为都

是保持一贯的否定态度，形成了社

会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共识。此

外，禁止高利贷也是为了鼓励人们

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这在

当前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

下，有重要现实意义。

看点一 禁止高利放贷

据新华社电（记者田晓航、屈婷）在公共场所遇到他人突发

急病倒地，却因找不到急救设备无法有效施救而眼睁睁看着生

命逝去……积极创造及时救治的条件，成为公众期盼。23日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四次审议的基本

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明确，公共场所应当按照规定配备

必要的急救设备、设施。

草案四审稿还规定，国家建立健全院前急救体系，为急危

重症患者提供及时、规范、有效的急救服务。卫生健康主管部

门、红十字会等有关部门、组织应当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普及急

救知识，鼓励医疗卫生人员、经过急救培训的人员积极参与公

共场所急救服务。

在现代社会，各类交通事故、意外灾害、心脑血管疾病等突发事

件已成为威胁生命的重要因素。以心脏性猝死为例，根据《中国心

血管病报告2018》，估计中国每年发生心脏性猝死54.4万例。然而，

有数据表明，在我国，院外发生的猝死救治成功率仅有1%左右。

目前，我国急救设备和设施普及程度较低，被誉为“救命神器”

的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在各类公共场所中仅有少数有配置。贾

大成认为，只有在全民普及心肺复苏徒手操作的基础上，大力推广

AED的安装、使用，才能大幅提高我国心肺复苏的成功率。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提出，完善公共场所急救

设施设备配备标准，在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机场、车站、港

口客运站、大型商场、电影院等人员密集场所配备急救药品、器

材和设施，配备自动体外除颤器（AED）。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四审

公共场所应配备必要急救设备设施

据新华社电（记者高敬）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

案二审稿 23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修订草案二审稿规定，旅游、餐饮等行业应当逐步推行不

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

今年6月，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初次提请审

议。与之相比，修订草案二审稿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

有的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地方、专家和社会公众建议，

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原则明确为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并充实相关内容。如修订草案二审稿规定，国家鼓励采取先进

工艺对尾矿、矸石、废石等矿业固体废物进行综合利用。国家

推广应用可循环、可降解、可替代产品。旅游、餐饮等行业应当

逐步推行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等的办

公场所应当使用有利于保护环境的产品、设备和设施，减少使

用一次性办公用品等。

此外，修订草案二审稿还在进一步健全生活垃圾分类制

度、进一步健全完善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二审

旅游餐饮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

据新华社电（记者赵晓辉、刘慧）证券法修订草案23日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这意味着备受关

注的证券法修订草案进入“四审时间”。

与三次审议稿相比，四审稿从证券发行制度、证券民事赔偿诉

讼、大幅度提高证券违法成本等方面对修订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

作为资本市场的基础法制供给，证券法的修订关乎市场建

设和参与各方的切身利益。早在201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对证券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此后又于 2017 年 4 月、

2019年4月进行了两次审议。

当前，市场最关注的就是注册制相应内容如何在此次修法

中体现。目前试点注册制改革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成

功落地并平稳运行，为证券法修改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证券法修订草案进入“四审时间”

据新华社电（记者郁琼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草案）》

23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契税法草案保持现行税制

框架和税负水平总体不变，将契税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

按照落实税收法定的要求，财政部部长刘昆23日在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作说明时指出，根据草案内容，土

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房屋买卖、赠与、交换应当依法缴纳契税。

草案规定契税税率为3%至5%，具体适用税率，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规定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大常

委会决定，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草案维持现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事单位用

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军事设施的土地、房屋免税的规定，

将现行有关文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上升为法律。

契税法草案保持现行税负水平不变

禁止高利放贷 防止高空抛物坠物物业有责

完整版民法典草案首次亮相看点多
7编加附则、84章、1260条，每一条都

与你我息息相关……23日开幕的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现场，一本

本厚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

案）》摆放在与会人员面前。这也是民法

典各分编草案与2017年制定的民法总则

“合体”后，首次以完整版中国民法典草案

的形式亮相。

“草案‘合体’，标志着民法典编纂已

进入收官阶段。

据介绍，按照民法典编纂工作计划，

民法典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后，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将草案提请

明年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

议。

从明确禁止高利放贷、进一步完善防

止性骚扰有关规定，到合理确定无效婚姻

的情形、完善高空抛物坠物责任规则，民

法典草案的诸多新看点值得关注。

近年来频频发生的高空抛物坠

物事件，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悬在城

市上空的痛”。之前提请审议的民

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规定，建筑物

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

施防止高空抛物坠物情形的发生。

孟强认为，相对于此前提请审

议的草案，这次民法典草案侵权责

任编新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建筑物管

理人主要是指物业服务企业，能够

有效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负起责任，

及时检查、维修、加固高楼外部设

施，加强对业主的宣传教育，在必要

的地方安装能够拍摄高空抛物坠物

的摄像头等设备，为有关部门及时

调查高空抛物坠物事件提供证据

等。

王轶表示，大多数情形下，建筑

物的管理人是由物业服务企业担

当，明确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保障

义务，有利于裁判者在面对具体纠

纷裁断时进行法条适用。

“在治理这一‘顽疾’的过程中，

要充分协调发挥民事责任、行政责

任、刑事责任的作用。对于高空抛

物坠物致人损害构成犯罪的，要追

究刑事责任；没有构成犯罪但违反

了行政法有关规定的，要追究行政

责任；同时给受害人造成损失的，要

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多管齐下综

合发力。”王轶说。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罗沙、
白阳）

看点四 防止高空抛物坠物，物业要尽安全责任

如果发现爱人婚前身患顽疾却

故意隐瞒，这样的婚姻基础还存在

吗？此前提请审议的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草案三审稿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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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人民法院

请求撤销该婚姻。此次提请审议的

草案对此修改为，由人民法院统一

行使撤销权。

孟强表示，实践中，婚姻登记机

关更多是对结婚登记的要件形式进

行审查，而婚姻登记机关既没有能

力、也没有法定职权对于一方是否

健康、是否隐瞒重大疾病等事实进

行核实和认定，所以这项职权交由

法院来行使更有可操作性。

王轶说：“家庭关系的核心和基

础就是夫妻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无效婚姻的撤销权交给人民法

院这样的司法机关来行使，其审慎

程度是远高于婚姻登记机关的。这

体现出民法典在立法理念上对‘家

庭’的高度重视。”

王轶同时表示，现实中对于“重

大疾病”的具体名类难以明确规定，

因此该条款具有相对开放性，授权

法官在审判实践中积累经验和共

识。在判断是否构成足以撤销婚姻

的重大疾病时，法官一定要征求相

关领域人士的专业意见，作为个案

处理判断的重要依据。

看点三 婚前隐瞒重大疾病，撤销婚姻找法院

此次提交审议的民法典草案人

格权编中，对此前草案规定的“用人

单位应当采取合理措施，防止和制

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

扰”作出修改，将“用人单位”修改为

“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

随着近期曝出个别高校教师性

骚扰学生的消息，社会各界对完善

法律法规防止、惩治性骚扰行为的

呼声进一步高涨。建立防止性骚扰

的“防火墙”，必须明确容易发生性

骚扰的单位、场所的有关责任。

“机关企业是利用从属关系实

施性骚扰的多发场所，而学校则是

未成年人和年轻人最为集中的地

方。从劳动关系上来看，这些地方

确实不都是用人单位。”孟强说，这

一修改实际上将负有防止性骚扰责

任的单位范围进一步明确，也让法

律在防止职场和校园性骚扰方面更

有针对性。

“对于性骚扰，其实还有不少需

要明确的问题，例如构成性骚扰的

行为界限在哪儿，生活中大家开的

一些玩笑究竟是否属于性骚扰，机

关企业学校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来有效防范性骚扰等。”王轶表示，

这些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有关单位

的摸索实践来积累和形成共识，为

司法机关办理案件提供事实依据，

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法律的实施、司

法的案例来让纸面上的条文落到实

处。

看点二 明确“机关、企业、学校等”的防止性骚扰责任

相关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