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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4/2021_2022__E7_89_A9_

E6_9D_83_E7_AB_8B_E6_c122_484351.htm 《物权法》是我国

目前正在起草的一部重要法律。在物权法起草过程中，许多

专家和法律工作者提出：为了保障物权变动的合法、安全、

规范、有序，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在物权法中引入

公证制度，即在物权法中明确规定公证机构在物权变动中的

职责和公证的效力。但也有人对公证行业能否承担这样的责

任表示担忧。我认为，这种担忧完全是不必要的，显然是对

公证行业缺乏了解所致。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公证事业

得到了迅速发展，公证机构遍及各地，已建立起一支具有较

高专业素质的公证队伍，并且有严格的工作程序和监督检查

制度作为保障，完全能够担负起物权变动中相应的公证职责

。一、公证行业的机构设置和公证队伍数量、素质能够满足

物权立法对公证的需求 物权变动在我国民商事活动中大量存

在，且物权变动又非常复杂。无疑，承担这样的事务必须具

备相当数量和布局合理的机构，拥有相当数量和高素质的专

业队伍。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公证行业已基本具备了这

个条件。 其一，我国现有公证处3147家，全国县及县以上行

政区域除极个别县以外全部设立了公证处，其中2700多家设

在县（市、区），覆盖全国的公证机构网络体系已经初步形

成；执业公证员已近12000名，公证从业人员近20000名；在大

中城市和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同一个地域已有多家公证处，

还出现了有四、五十名公证员、从业人员超过百人的规模较

大的公证处。 其二，公证员同法官、检察官、律师一样都是



法律专业人员，具有相同的学历和专业要求。自1988年起，

就实行了全国公证员统一考试制度，2002年我国实行了统一

司法考试制度，成为公证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并需要

经过一年以上的公证业务实习，从而基本保证了我国公证队

伍的专业水准。在现有执业公证员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

已占93%，而且根据司法部的要求，到2006年底，45岁以下不

具备大学本科学历的执业公证员必须达到本科学历，否则将

被淘汰。 其三，20多年的公证实践中，我国公证行业办理了

大量涉及物权变动的公证业务，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

让合同公证、房屋买卖合同公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抵押合同

公证、房屋抵押合同公证、机器设备等其他财产买卖或抵押

合同公证、房屋租赁合同公证、财产继承公证、财产赠与公

证、财产提存等公证。通过办理上述业务，公证行业已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上海、江苏、浙江、四川、陕西等省市在地

方立法中规定了许多涉及物权变动的必须公证事项，就是对

公证行业业务能力予以充分肯定的极好证明。二、公证行业

严格的办证程序和责任追究制度是公证质量的保障 公证质量

如何，既关系到公证行业的社会公信力，也关系到公证行业

能否承担物权立法应赋予公证行业的责任，人们对此予以关

注是自然的。我们不可否认，在2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

一些错证，但与全国公证行业每年办理公证逾1000万件相比

所占的比例极小。而且随着公证队伍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

随着公证管理工作的改进与完善，公证质量正在进一步提高

。我国公证行业公证质量的提高和保证不仅源于高素质的公

证员队伍，而且有相应的制度作为保障。 其一，公证行业有

严格的办证程序和标准。公证是个严格讲求规范的行业，公



证员办理各项公证业务从受理、审查、审批、公证书的制作

到收费等各环节都必须严格遵守统一的规定。司法部从公证

工作恢复初期就制定了《公证程序规则》，近年来又作了多

次修订，同时还制定了招投标、拍卖、遗嘱、抽奖等具体业

务的办证程序细则和公证质量标准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各

地司法行政机关和公证员协会也制定了大量规范办证的文件

，这些规范为保证公证质量奠定了基础。 其二，公证行业实

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无可否认，有的公证处和公证员可

能存在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质量的倾向，也可能出现因工作

疏忽导致错证的情形。对此仅有教育和自律是不够的，必须

辅之以必要的处罚。为此，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都制定了处罚

办法，中国公证员协会也制定了行业惩戒规则，成立了专门

的惩戒委员会，出现错证或严重忽视质量的公证机构和公证

员将依情节轻重受到警告、罚款、停业整顿和取消执业资格

等处罚。各公证机构也普遍制定了内部的处罚办法，严格的

责任追究制度为公证处和公证员重视公证质量提供了外部压

力和内部动力。三、公证行业的责任赔偿制度能够为当事人

权益受损提供充分的救济 物权变动的各种方式均存在着风险

，即都有可能造成当事人的经济损失。如何避免损失以及在

损失发生后如何进行救济，应是物权立法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也是社会极为关注的问题。物权法草案规定，物权登记机

关因登记错误造成物权人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但仅有这条规定还远远不够，既不能避免损失，也不能对损

失提供充分的救济。我们知道，登记机关承担的赔偿责任应

是国家赔偿责任，而目前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还是不完善的

，程序上也比较复杂，难以使受损的物权人得到及时、充分



的赔偿。而引入公证制度，这个问题就可以基本得到解决。 

其一，公证行业实行过错赔偿制度，即公证机构在办理公证

过程中由于过错直接造成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经济损失的，

需承担赔偿责任。公证机构的赔偿责任适用于民事赔偿。在

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民事赔偿实行的是充分赔偿，与国家

赔偿相比，可以最大限度弥补当事人的经济损失。 其二，公

证行业有足够的赔偿能力。从2001年起我国公证行业实行了

全行业的执业责任保险制度，即所有公证处都需每年提取业

务收入的3%，分别投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作为全行业的执业

责任保险，上缴公证员协会作为行业赔偿基金，留存于本公

证处作为本处的赔偿基金。一旦发生公证机构需要赔付的情

况，首先由保险公司赔付，如在保险公司的赔付限额内不足

以弥补当事人的经济损失，再由公证员协会从行业赔偿基金

中赔付。自公证行业实行保险制度以来，还从未发生过无法

足额赔付的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公证队伍素质、提高公证质

量、提高公证的公信力，以充分发挥公证的职能作用，自今

年3月起，司法部在全国公证行业开展了以规范公证服务秩序

、规范办证程序、规范公证处运行机制、规范公证管理行为

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规范树形象”活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

相信，随着这项活动的开展和公证法的即将颁布，我国的公

证制度将更加完善，公证队伍素质和社会公信力将进一步提

高，公证行业为社会提供高质量公证服务的能力将进一步增

强，公证也必将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 作

者系中国公证员协会会长、长安公证处主任 王福家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