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心得体
会(通用5篇)

心得体会是我们在生活中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所获得的
宝贵财富。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心得体会呢？下面
我帮大家找寻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心得体会范文，我们一起
来了解一下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心得体会篇一

5月28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这部法律于1月1日开
始施行，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新
中国历史上首个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空保重庆中队党支部在支队党委的统一部署下组织学习了
《民法典》。通过学习，有以下几个方面感触颇深。首先就是
《民法典》是一个集“物权”、“合同”、“婚姻”、“继
承”、“侵权责任”等事关人民群众“生老病死、衣食住
行”等等权力的集合，所以它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
书”。这标志着一个权利保护新时代的到来，是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举措，更是顺利的完成了从
基本权利到民事权利的过渡，有利于人民群众更好的了解、
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心得体会篇二

此次民法典除了人格权独立成编之外还回应了一系列社会各
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可以说，这是一部“社会活动百科
全书“，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
愿的民法典。



当然民法典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文字的魅力和缺陷总是形影
不离的，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部《哈姆雷特》，当民法典制
定好后，司法者、执法者、守法者对其可能有不同的见解，
出台相应的解释、与相关法律的衔接就显得额外的重要，但
这只是后话，就把一切交给时间，让我们一起去见证。

这一部盛世之典不仅仅凝聚着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也写满
了14亿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梦想，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
界的，必将在人类法治文明史上画出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心得体会篇三

从生活的鸡毛蒜皮到人生终身大事，更新服务零距离。从生
活中的充值、“霸座”到结婚登记、夫妻债务等，从细节中
为人民群众的“钱袋子”“米袋子”保驾护航，为人民群众
打开幸福之门提供有力保障。

民法典是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法典，使命是打造公平正
义环境。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提供了日常遵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
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幸福感满意度不断加强。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
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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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矛盾变化的过程
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驱动下的创新创造，在这个过程
中，“法”提供了坚强的法治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心得体会篇四

此次民法典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为目标，总结实践经验，适应时代要求，对我国
现行的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
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和与此相关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全
面系统的编订纂修，形成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



顺应时代要求、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完备的民事法治保障。

人格权的独立成编是此次编篡的亮点，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早在1986年，我国制定民法通则时就明确规定了“人格权”。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人格权的定义不断丰富，隐私权、肖
像权、名誉权等受到广大人民的关注。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
代，大数据、互联网成了一把双刃剑，个人隐私收到了前所
未有的威胁，信息泄露引发的电信诈骗，利用互联网侵犯公
民名誉权等现象层出不穷。法律从诞生那天起就具有滞后性，
当现行法律还不能有效应对，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还不能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人格权保护需要。此次人格权编对生命权、
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民事主体享有的各项人格权进行
了明确规范，这意味着民法典的横空出世对老百姓来说不仅
仅是抵挡伤害的盔甲，更是奋起反抗的武器。让以人为本真
真切切的落实在生活中，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把对人格权的保护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心得体会篇五

当今，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涌现出了许多
新情况新问题，人民群众对保护合法权益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这一背景下，编纂民法典正当其时。总的感到，民法典草
案顺应新时代、回应新技术，注重将科技发展的因素充分融
入法典中，既凸显各界观念的进步，更体现了在立法过程中，
社会各界对新时代、新现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既体现了
与时俱进的立法态度，又顺应了新事物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比如，将人格权单独成编规定是我国民法典体系顺应时代需
求而进行的重大创新，是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的具体体现，
也是新时代全面保障个人人格尊严、保障人民体面生活的重
要举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疫情影响下，大家对新
冠肺炎是否造成合同履行中的“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
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而民法典的确立将从法律层面给



予确认正式规则。可以看到，从民法典草案规定履行合同应
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到将人格权独立成
编，再到制定高空坠物侵权责任分摊规则等，都回应了时代
需要，顺应了时代需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必然承载着一个民族共同
的记忆，彰显着这个民族鲜明的精神特质。翻看民法典，最
鲜明的特征就是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了立法当
中，从抽象地规定公序良俗，到具体地要求赡养父母、抚养
未成年子女，民法典用一个个法条映照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内
涵和价值追求，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实践。民法
典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最大公约数”为思想基础和
价值取向，契合了全体人民的道德意愿、符合整个社会的公
序良俗，真正为人们所信仰、所遵守。这样的民法典，具有
时代特色，彰显中国气派，为世界民法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