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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的实施与 «民事诉讼法» 的协调和对接

◆季　娜

(河南检察职业学院, 河南 郑州４５１１００)

【摘要】随着社会各行各业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领域的逐渐扩大,法律要通过不断扩充和调整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

展,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更好地规范公民的行为规范,维持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２０２１年,我国颁布了

实体法«民法典».«民法典»与我国公民的日常生活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然而要想让该法典更好地落实,那么就要

调整«民事诉讼法»,使«民事诉讼法»和实体法的内容更好地协调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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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典》作为一项系统的、任务重大的、影响深远的

立法工程，对我国社会的管理有着重要的影响。《民法典》

的编著凝聚了我国几代人的努力，其颁布是我国历史上具有

历史意义的一大举措。 但作为一部重要的法典，其落实需

要与其他法律进行协调和对接，并且想要让法典在我国具体

的争讼事件中发挥作用，就要使其在具体的民事事件中具备

相应的裁判依据。 只有《民法典》在具体的民事事件中发

挥作用，具备适用性，其法典内容才能真正与我国社会公民

的具体民事事件衔接起来，从而使抽象晦涩的法律条例能够

得到有效实施，并为大众所熟知。

一、«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的协调分析

法律协调主要是指两种不同法律体系之间的共同概念要

具有一致性。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着手。

(一)修订《民事诉讼法》

想要让《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协调，可以尝试修

订《民事诉讼法》。 具体而言，相关人员可以通过检查来划

分出其与《民法典》规范性表述不一致的部分，对其不一致

的部分进行调整处理，使其能够更好地与《民法典》相协

调。 我国《民法典》颁布生效后，其他法律如《婚姻法》

《担保法》等都将被废止，以《民法典》法律规定内容为

准。 因此，想要促进《民法典》与《民事诉讼法》的协调，

主要还是要从《民事诉讼法》上着手，调整其内容中与《民

法典》不协调的部分。

(二)统一专有概念

只有确保法律体系中专用概念统一，各种不同体系的法

律内容才能更好地衔接。 但在《民法典》颁布实施后，其

专用概念与程序法中的专用概念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差

异性的存在有时会导致司法人员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出现分

歧，影响最终的判定结果。 因此《民事诉讼法》要主动适

应《民法典》，修订其中存在差异性的概念，才能更好地促

进两种法律体系的协调和对接。 比如，《民法典》与《民事

诉讼法》中存在“单位”概念的歧义，在《民法典》中，单

位是以“组织”的名词形式出现的，企业法人也被改成了更

精准的“营利法人”。 为了确保《民法典》与《民事诉讼

法》能够协调生效，《民事诉讼法》要调整相应的概念词，

以此来适应《民法典》。

二、«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典»协调和对接内容分析

《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典》想要更好地协调和对接，

那么就要严谨地去核查二者法律体系中的内容，统一进行修

改和调整。 具体而言，其协调对接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一)《民法典》与其他法律体系中诉的制度的协调对接

１．诉的主体

我国公民特定的权利义务的落实和体现离不开主体，只

有将这些权利义务落实到主体上来，通过主体来享有和承担

其责任义务，这些抽象化的概念才能被落实。 正因如此，

其实体法的地位决定了其在诉讼法中的地位。 在《民法

典》规定中，所有权利和义务会使其相应的民事诉讼当事人

成为原告或者被告。《民法典》中包含了各种民事相关法律

内容，并且对过往很多模糊不清的细节和概念进行了细分和

扩充。

《民法典》内容上的丰富和发展使得很多新的权利和义

务出现。 法典内容主要是根据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

来增加一些细节内容，权利和义务的相关主体内容也越来越

多样化。 因此，诉的主体制度需要与其法典内容的变化形

成呼应关系。 具体而言，《民事诉讼法》要接受实体法的细

化和发展，顺应其细化和发展内容来调整自身体系的内容。

２．诉的客体

在诉的客体方面，《民法典》作为实体法，对《民事诉

讼法》有着更为权威的影响，因此《民事诉讼法》更需要加

强与实体法的协调，不断调整自身来与《民法典》相适应。

下面将分析实体法中其内容对《民事诉讼法》的具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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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可诉范围的影响

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民法典》是可诉性的系统规定，

当人们的法定民事权利和义务发生了争议，那么就可以被纳

入可诉范围，借助民事诉讼法律流程来进行处理。 而在实

践中，其可诉范围是有一定边界性的，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权

利和义务发生了纠纷和争议，才会被纳入民事诉讼程序中。

在法典中，其内容条例固定的权利和义务发生矛盾时，相关

法院需要将其纳入案由目录中。

(２)对诉讼相关制度运作的影响

《民法典》的发布落实对《民事诉讼法》有着深远的影

响，当《民事诉讼法》中存在与法典内容不一样的地方，诉

讼法要主动进行调整，以此来适应法典的落实。 在实体请

求权与诉讼标的制度运作中，这种差异性较为明显。 诉讼

请求主要以实体请求权为核心，通过实体请求权来作为判定

依据，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需要对实体内容进行反复核查。

想要确保诉讼具备法律意义，那么就要在诉讼时确定其冲突

事件是否确实能成立请求权。 而只有在法律关系上存在关

系的请求，才能被确立为法律诉讼。

(二)审理程序的对接

想要做好审理程序的对接，相关人员首先要以《民法

典》禁令制度来作为对接的基础。 在《民法典》规定内容

中，人格权行为禁令是一种独立的实体措施，没有保全意

向。《民事诉讼法》想要更好地与法典内容进行对接，需要

根据其行为禁令来调整相应的审理程序。 比如是否需要为

法典中的人格权行为禁令专门设立一个相应的司法程序，还

是将其程序插入其他司法程序中去，这些都需要相关的人员

专门去针对这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处理。 还需要注意的是，

实体上的行为禁令与后续的诉讼审理联系是互相独立的，彼

此之间不存在关联性，因此在把控人格权行为禁令程序时，

《民事诉讼法》需要更加严格。 因为人格行为权禁令与行为

保全不同，行为保全有后续的诉讼审理和裁判作为最终

保障。

但在实际的对接过程中，由于《民法典》与《民事诉讼

法》中存在较多有分歧的内容，如果单独为法典中的人格权

行为禁令设置一个程序，这种做法较为麻烦，并且不具有普

适性。 因此，可以将这些人格权行为禁令总结出来，建立

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司法程序。 但这一司法程序的设立既不

同于非讼程序，也不同于诉讼程序，因此无法完全按照非讼

方式来进行审理。 原则上来说，其司法程序是一种实体性

的措施，与公民权利和义务有着较大关系，相关人员要采取

诉讼解决原则。 为了提高其司法程序的适配性，相关人员

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处理方式，比如将其司法程序设置为准

诉讼程序，将审理过程中的相关原则处理权交给法官，由法

官根据实际情况去衡量。 通过这种灵活的司法程序设置方

式，行为禁令案件的程序审理效率以及公正性都能被兼顾。

(三)证据制度方面的协调与对接

随着我国《民法典》的颁布，《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

制度也开始受到重视，只有不断调整《民事诉讼法》中证据

制度的相关内容，才能使其更好地与法典内容相衔接。 具

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种证据制度方面来进行协调。

１．抚养权争议中子女的诉讼地位

近年来，我国离婚率持续升高，而离婚后的子女抚养权

判定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 在传统的《民事诉讼法》

中，抚养权纠纷里子女是没有话语权的。《民法典》颁布

后，子女只要年满８周岁，就可以在抚养权争议中享有相应

的话语权。

话语权是指谁拥有对该子女的抚养权，而规定了８周岁

子女具有话语权后，具备话语权的子女既不是证人，也非当

事人，与证据方法也并无关系。 因此，在抚养权争议中，

当男女双方在争抢子女的抚养权时，其子女的意见只有在男

女双方对子女意见真实发生争议，并且双方对自己的看法提

出证据的情况下，才能被纳入案件事实范围中去。

２．高空抛物行为人的事实认定中公安机关的诉讼地位

随着我国的建筑越来越高，人们居住的楼层也越来越

高。 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各种高空抛物的危险事故时有

发生。 为了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民法典》规定了禁

止从建筑物上抛掷物品的行为。 当发生高空抛物事件并对

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影响时，需要有公安机关来介入调

查。 在调查案件的过程中，其公安机关属于哪一类诉讼地

位？ 调查结论又属于何种证据？ 这些都要进行相应的规

定，做出细化处理。

在案件诉讼中，若是诉讼一方对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提

出质疑时，要有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自身的质疑有效，若是没

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公安机关的证据造假，那么一般会判定公

安机关的结论为真实有效。

３．电子证据应用的协调与对接

随着我国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电子化产品和信息技术

逐渐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因此，为了适应社会的信

息化、数字化发展，《民法典》特意强调了各种数字化相关

的法律内容和规定。 法典将数据电文纳入具备法律效应的

民事活动范围内，并针对网络化的电子合同做出了相关的法

律规定。 如今很多企业合作、发展中，其民事活动多多少

少都涉及电子化和数字化技术内容，很多合同、票据等都逐

渐有了电子化的形式。 因此，要将电子化的民事活动内容

纳入法律范畴内。

为此，民事证据制度相关法律需要加强与法典的协调对

接，在《民事诉讼法》中将电子证据规定为新的证据。 具

体而言，需要对电子证据的取证进行合法、合规、标准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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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并制作相应的判断标准，同时还要对电子证据的关联

性进行判断，使其质证方式客观有效。

(四)执行制度的协调与对接

１．民事执行规范与法典实体权利义务变化的协调

在实际的法律执行过程中，相关人员需要以实体法中规

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为准，在此基础上去调整《民事诉讼法》

中的相关内容。 比如民事执行规范内容，只有使其执行规

范内容与法典内容相一致，才能更好地使法典内容落实下

去。 当人员在对相关权利义务主体执行拍卖、查封、冻结

等措施时，这些措施的落实都与实体法的规定有相应的联

系。 因此《民法典》在落实过程中，相应的民事执行规范

都需要根据其法典内容来进行调整，以此确保其民事执行规

范能够与法典内容相协调。

２．执行制度规范与法典诉讼时效制度的协调

《民事诉讼法》第２３９条规定，将申请执行期间看作申

请执行时效的期间，因此在其执行时效内，其执行时效可以

符合相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获得了胜利判决的

请求权人即便是完成了诉求，也依然会存在相应的时效问

题。 因此，请求权人需要通过更改请求权的时效计时方

式，才能使以上问题得到解决。 要更改请求权的时效计时

方式，可以重新规定计时，对于超时情况，则要终止请求权

的执行。 请求权还在有效时效内时，请求权人才有权使用

强制执行来实现请求。 在此基础上，需要废止《民事诉讼

法》中的申请执行时效相关规定。

３．民事执行救济程序与法典内容的协调

《民法典》规定了实体权利有相应的实现机制即实体请

求权，其权利可以通过诉讼途径加以实现。 当涉及实体权

利义务时，相关人员都需要根据对审判诉讼的方式来处理问

题，遵循实体争议诉讼解决原则。 因此，民事执行救济程

序需要调整其内容，使其程序更好地与法典内容对接。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法典》的颁布在我国的法治建设史中有

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它对我国的社会管理起了较大的作用。

但法典内容与《民事诉讼法》中的一些司法解释和法律概念

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和分歧，相关人员只有不断调整和改进

《民事诉讼法》，才能更好地使《民事诉讼法》适应《民法

典》的内容，也只有不断调整和优化《民事诉讼法》中的内

容，《民法典》的实施才能有更好的法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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