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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在刚刚结束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并将于
2021年1月1日开始实施。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共有7编1260
个条文构成。第一编为总则，之后依次为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和侵权责任编。

《民法典》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可以称之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从生
到死几乎所有的民事活动都能在其中找到依据。它将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哪些具体变化，希望通过本组稿件为
市民进行通俗化的解读。

□本报记者 王春霞

家住宝丰县大营镇的25岁青
年小杨（化名）原本是省内某师范
院校的大学生，如今却辍学在家，
精神抑郁，连门都不愿出。

“都是网络贷款给害的，它毁
了我们全家的希望啊！”6月4日，
说起儿子掉入校园贷陷阱的事
情，年近七旬的老杨就痛恨不已。

老杨是农民，生活本不富裕，
小杨考上大学后，不慎陷入了非
法网贷的深渊，从最初在网络平
台上借几千元钱，到最后欠款达
二三十万元。2017年，老杨和家
人频繁接到各类催债电话。老杨
说，那时候，除了接到催债电话，
还有人上门催债，在家周围散发
宣传单，在房屋墙上写“赖账不
还”的辱骂标语。小杨因精神压
力过大，不得不辍学在家，如今变
得越来越自闭。

后来，公安部、最高法院等加
大了对校园贷、套路贷的打击力
度，小杨所欠贷款也不了了之。

“可对孩子的精神伤害，对我们家
的精神伤害太大了。”老杨说。

小杨的遭遇并非个案。2017
年 12月 13日，本报也曾报道过一
起类似事件：我市一大学生深陷
校园贷，不到一年欠款近16万元，

其母亲快气疯了，无奈来到晚报
哭诉，呼吁社会关注校园贷。

《民法典》首次明确禁止高利放贷

刚刚通过的《民法典》第十二
章《借款合同》中第六百八十条作
出了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
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
定；

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
定的，视为没有利息；

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
明确，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
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
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
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的，视
为没有利息。”

“《民法典》明确禁止高利贷
行为，在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还
是首次。”河南首位律师事务所主
任马书斌说，此前有关民间借贷
的规则，都是通过司法解释或行
业规则而非法律的形式出现的。
这次从立法层面明确对高利贷行
为予以禁止，说明国家决心严厉
打击高利贷行为的态度。

平顶山学院政法学院院长徐
双喜说，近年来大学生陷入校园
贷、套路贷的事件时有出现，造成
很坏的社会影响。国家在《民法
典》中明确禁止高利放贷行为，对

于肃清非法放贷业务，规范金融
市场，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明确规制利息借贷更需谨慎

对于大学生或者普通市民来
说，一定想弄清楚，借款的利率超
过多少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的？《民法典》中并没有明确界定。

对此，徐双喜解释说，一部法
典应该具有概括性和稳定性，不
可能定得太细，需要留下司法解
释和调整的空间。《民法典》此条
款中并没有对高利贷的利率界
限、计算方法予以明确，只是提到
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
规定”。

想弄清“国家有关规定”，先
看这样一个案例：几年前，市民李
先生借给做生意的袁某30万元，
双方约定借期 3 个月，月息 4 分
（月利率4%）。然而，到期后，袁
某没有还钱，付了部分利息后，就
玩起了躲猫猫。无奈，2019年，李
先生将袁某告上法庭索要欠款和
利息。最终，新华区法院判决袁
某偿还李某本金，并以月利率2%
来支付李某利息。

审理此案的新华区法院法官
曹三伟说，目前审理民间借贷案
件，最主要的依据是最高法院的
司法解释，2015年9月 1日发布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
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明确：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
超过年利率 24%，出借人请求借
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
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
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 36%，
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
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
年利率 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根据目前的规
定，借款的年利率超过 24%的部
分，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马书斌说：“对于民间借贷来
说，出借人如果约定的年利率超
出了国家的规定，即使诉至法院，
法律也不会保护你超出规定部分
的权益。而对于超出国家规定的
利息，借款人是可以不用还的。”

此外，《民法典》对于借款合
同中没有约定利息或者利息约定
不明的情况，也给出了明确的规
制。马书斌说，如果你的借款合
同中，没有明确规定利息是多少，

“视为没有利息”，借款人可以选
择不还利息。一些非法网贷想通
过模糊利息来进行欺诈实现高额
利息也不可能了，这样将促进借
款合同未来更加标准化、规范
化。一旦出现纠纷，也有利于维
护借贷双方的合法利益。

掉入网贷陷阱，我该怎么办？
《民法典》首次明确禁止高利放贷

□本报记者 李科学

一些电商平台“618”年中促
销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吸引了众
多消费者。如今，网购已成为大
多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但下单后遭遇商家取消订单或迟
迟不发货的情况时有发生。面对
这种情形，消费者大多自认倒霉。

《民法典》为了适应电子商务
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完善了电子
合同的订立、履行规则。当事人
一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
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要约条
件的，对方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
并提交订单成功时，合同即告成
立。

网购物品，却“缺货”不发货？

去年，家住市区开源路与矿
工路交叉口附近的卢女士在某电
商购物平台一家店铺看到一双儿
童拖鞋，售价仅 5.9 元还包邮，随
即下单付款，显示7天内发货。十
多天仍无动静，卢女士心生疑虑，
查看发现订单时间变成“30天之
内发货”。她发了多条消息询问，
客服却始终不予理睬，“像消失了
一样”，最终交易未能成功。

“后来又看到一套才9元多的
儿童法兰绒睡衣。”卢女士翻出购

物记录，显示共拍了3套，总价为
28.56元。商家久未发货，询问之
下客服说没货了，让申请退款。

“可我当时看销售页面上并没显
示缺货，销量一直在增加。”卢女
士说，一个月后页面突然找不到
了，她无奈申请退款。“钱不多，也
就没再和商家理论。”

此前，也有媒体曝出一些电
子商务平台商家以“误操作标错
价格”“缺货”“系统出现故障”等
理由，自行取消顾客订单。

下单付款后合同即成立

6月4日下午，河南首位律师
事务所主任马书斌表示，随着网
络时代来临，信息、工具、手段等
越来越丰富，“原来银行转账需要
到柜台办理，现在通过网络一两
秒钟就能完成。信息时代的来临
让所有的节奏都加快了。”电子交
易实际上已经占据了老百姓的日
常生活，企业大量经营活动也都
跟信息时代密切相关，电子合同
纳入法典已非常必要。

《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一条规
定，“当事人一方通过互联网等信
息网络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
符合要约条件的，对方选择该商
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时合
同成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

除外。”马书斌说，这也意味着，如
无另外约定，当卖家在网络平台
上发布的商品信息符合要约条件
时，买家点了提交订单成功，合同
就成立了，商家不能再随意反悔。

“这一次，《民法典》对电子合
同的交易形式、交易手段作了一
些能具体就具体的规定。”马书斌
说，现在还是根据《合同法》合同
的成立来考虑的。合同要成立，
一方发出要约，一方承诺。如果
部分条款需要修改，可能要反复
发出要约、承诺，最终达成双方一
致。“基本上把日常交易中间出现
的不太明确的情形用法律的形式
固定下来了。”

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

“以消费者普遍关心的网购
为例，买家提交订单成功时合同
成立，商家私自取消订单，或者已
过了约定时间，却一直拖延不发
货，都属于违约行为。”马书斌表
示，消费者可通过多种方式维护
自己的权益。比如，向电商平台
投诉，很多大的电商平台都有一
个评价体系，定期发布信息，降低
某些商家的信用评级，使它的市
场或信息对外受限；也可以向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通过消协
等进行调解。如果对消费者利益

保护不到位，还可以通过诉讼或
者仲裁来解决。

《民法典》第五百一十二条规
定，“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
的电子合同的标的为交付商品并
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
人的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马书
斌表示，这也是一个新的规定。
《合同法》里有一个特别规定，如
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从交易习
惯、交易背景、交易方式等这些因
素去考虑合同是否履行适当。《民
法典》的规定将交付的相关细则
固定了下来。

平顶山学院政法学院院长徐
双喜说，现在电子商务已经普及
化，《民法典》是方方面面总的规
范，通过法律的形式把这些内容
确定下来，具有权威性，能够约束
电商活动更规范地运作。

电子合同订立的规则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