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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婚姻是家庭最主要的构建及衍生方式。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在体例上把原来独立的婚姻法与收养法统一纳入婚姻家

庭编，实现了民法典各编及婚姻家庭法律内部体系的完整统一。在民法

体系中，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在保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维护家庭

和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编以现行婚姻法和收养法为基础，在坚持婚姻自由、男女平等、

一夫一妻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结合社会需要，就婚姻家庭法的部分制

度进行了修订完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制度有许多亮点和创新，体现

了与时俱进的精神，以推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完善与发展：第一，

将“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确立为婚姻家庭编的基本原则，明确“保护婚

姻家庭权利、维护婚姻家庭制度”的国家责任。第二，在婚姻家庭编的

一般规定中增加了“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

文明建设”的倡导性规定，强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婚姻家庭中的

导向作用。第三，增加了亲属、近亲属、家庭成员的界定性规定，统一

规范了亲属关系的范围与种类。第四，为更好地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婚

姻自主权和知情同意权，婚姻家庭编修改了禁止结婚的条件。第五，增

加日常家事代理以明确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具有平等的处理权。第六，

在登记离婚程序中增加离婚冷静期制度，从制度上减少冲动型的草率离

婚。第七，不再以夫妻约定财产制作为离婚家务劳动经济补偿请求权行

使的前提条件。第八，增加了离婚损害赔偿的兜底性条款，扩大离婚损

害赔偿请求的事由，以提升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效果。第九，增加

了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放宽了收养的实质要件，修



改了单身收养的限制条件，提高对收养人的要求及增加了民政部门进行

收养评估的规定等。

本书的结构包括条文来源、立法演变、条文释义、法条关联以及案

例评议。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现行法的适用，作者之一秦英律师在中

国裁判文书网、alpha法律智能系统、北大法宝上浏览了大量案例，从中

遴选出典型案例要旨，相关内容体现在“案例评议”中。本书除阐述婚姻

家庭制度的一般内容外，还坚持问题导向，对一些新的理论问题进行了

研究。这些前沿问题能够引导学生进行理论研究上的创新。因此，本书

对于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有较强的指导性，对于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而

言，也是比较合适的办案工具书。

感谢导师杨立新教授，感谢同门师兄妹，感谢领导、同事、朋友们

的指导和帮助；感谢我的研究生张倩、钟倩倩、李春玲、马瑛、李柏村

及邓晓玲律师对该书写作的支持；感谢中国法制出版社专业、敬业的舒

丹、袁笋冰、刘晓霞。该著作的完成还借鉴了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在

此一并表示感谢！

最后，热烈祝贺中国进入民法典时代！热烈祝贺几代民法人的努力

梦想成真！

婚姻家庭编涉及草案说明：

1.《一审稿》

本书中的《一审稿》，是指2018年8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五次会议首次审议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会议审议稿），其中，《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中的“婚姻家

庭编”即本书中的《一审稿》。



2.《二审稿》

本书中的《二审稿》，是指2018年12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二次审议稿）。

在民法典草案的第二次审议中，没有像第一次审议那样对民法典草案全

文同时进行审议，而是分编进行的二次审议。其中，《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草案）》于2019年6月25日由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

议进行了审议。

3.《征求意见稿》

2019年12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了“合体”而成的完整版民法典草案，并于2019年12月28日向全社会发布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以征求意见，此为本书中的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的《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千零四十条 【婚姻家庭编的调整范围】

第一千零四十一条 【我国的婚姻制度及保护的权益】

第一千零四十二条 【禁止的婚姻家庭行为】

第一千零四十三条 【优良家风、家庭美德与家庭文化建设；

婚姻家庭关系】

第一千零四十四条 【收养的原则与禁止性规定】

第一千零四十五条 【亲属、近亲属与家庭成员】

第二章 结婚

第一千零四十六条 【结婚自愿】

第一千零四十七条 【法定婚龄】

第一千零四十八条 【禁止结婚的情形】

第一千零四十九条 【结婚登记】

第一千零五十条 【男女双方互为家庭成员】

第一千零五十一条 【婚姻无效的情形】

第一千零五十二条 【受胁迫婚姻的撤销】

第一千零五十三条 【重大疾病如实告知义务】

第一千零五十四条 【婚姻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

第三章 家庭关系

第一节 夫妻关系

第一千零五十五条 【夫妻平等】

第一千零五十六条 【夫妻姓名权】

第一千零五十七条 【夫妻人身自由权】

第一千零五十八条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

护的权利义务】

第一千零五十九条 【夫妻扶养义务】



第一千零六十条 【夫妻双方家事代理权及限制】

第一千零六十一条 【夫妻遗产继承权】

第一千零六十二条 【夫妻共同财产】

第一千零六十三条 【夫妻个人财产】

第一千零六十四条 【夫妻共同债务】

第一千零六十五条 【夫妻财产约定制】

第一千零六十六条 【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请求权】

第二节 父母子女关系和其他近亲属关系

第一千零六十七条 【父母与子女间的抚养赡养义务】

第一千零六十八条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和保护义

务】

第一千零六十九条 【子女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及赡养义

务】

第一千零七十条 【遗产继承权】

第一千零七十一条 【非婚生子女权利】

第一千零七十二条 【继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

第一千零七十三条 【父母或成年子女请求确认亲子关系

的权利】

第一千零七十四条 【祖与孙的抚养赡养义务】

第一千零七十五条 【兄姐与弟妹的扶养义务】

第四章 离婚

第一千零七十六条 【协议离婚及其内容】

第一千零七十七条 【离婚冷静期的期限及法律效果】

第一千零七十八条 【协议离婚的处理】

第一千零七十九条 【调解及诉讼离婚】

第一千零八十条 【婚姻关系的解除】

第一千零八十一条 【军人配偶要求离婚】



第一千零八十二条 【男方提出离婚的限制与除外情形】

第一千零八十三条 【复婚】

第一千零八十四条 【离婚后子女的抚养】

第一千零八十五条 【离婚后子女抚养费的负担】

第一千零八十六条 【离婚后的子女探望权】

第一千零八十七条 【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

第一千零八十八条 【离婚时的经济补偿请求权】

第一千零八十九条 【离婚时夫妻共同债务的清偿】

第一千零九十条 【离婚经济帮助】

第一千零九十一条 【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

第一千零九十二条 【隐藏、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

债务行为的处理规则】

第五章 收养

第一节 收养关系的成立

第一千零九十三条 【被收养人的条件】

第一千零九十四条 【送养人的条件】

第一千零九十五条 【监护人送养未成年人的情形】

第一千零九十六条 【监护人送养孤儿的处理规则】

第一千零九十七条 【共同送养与单方送养】

第一千零九十八条 【收养人条件】

第一千零九十九条 【三代以内旁系同辈血亲的收养】

第一千一百条 【收养人数的限制及例外情形】

第一千一百零一条 【共同收养】

第一千一百零二条 【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的限制】

第一千一百零三条 【收养继子女的特别规定】

第一千一百零四条 【收养自愿原则】

第一千一百零五条 【收养关系的成立】



第一千一百零六条 【收养后的户口登记】

第一千一百零七条 【亲属、朋友的抚养】

第一千一百零八条 【祖父母、外祖父母优先抚养权】

第一千一百零九条 【涉外收养】

第一千一百一十条 【保守收养秘密】

第二节 收养的效力

第一千一百一十一条 【收养的效力】

第一千一百一十二条 【养子女的姓氏】

第一千一百一十三条 【收养行为的无效】

第三节 收养关系的解除

第一千一百一十四条 【解除收养关系】

第一千一百一十五条 【解除收养关系的方式】

第一千一百一十六条 【协议解除收养关系的程序】

第一千一百一十七条 【收养关系解除的法律后果】

第一千一百一十八条 【成年子女解除收养关系后应赡养

养父母及补偿抚养费的情形】



第一章 一般规定

本章概要

婚姻家庭编是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调整亲属法律关系的

职责，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本章仿照第一编的“总—分”体例，并尊重立法传统，规定了婚姻家

庭编的一般规定。我国自1950年婚姻法起，就使用一般规定章的立法模

式，章名为“原则”；1980年婚姻法将章名从“原则”改为“总则”，并增加

了调整对象的规定；2001年婚姻法仅对相关原则进行了修订完善，仍使

用“总则”作为章名。无论是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

还是王利明教授、梁慧星教授、徐国栋教授主编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均

设置了一般规定章。本章规定了婚姻家庭编的调整对象、基本原则及亲

属、近亲属及家庭成员的范围。



第一千零四十条 【婚姻家庭编的调整

范围】

本编调整因婚姻家庭产生的民事关系。

本条来源

《婚姻法》第一条规定：“本法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

立法演变

一审稿第八百一十八条规定：“因婚姻家庭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

本编。”

二审稿第八百一十八条规定：“本编调整因婚姻家庭产生的民事关

系。”语序进行了调整。

征求意见稿同二审稿，无修改。

条文释义

本条规定了婚姻家庭编的调整对象。

一、婚姻、家庭的定义

为了更清晰地界定婚姻家庭编的调整对象，有必要对“婚姻”和“家
庭”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以此统筹民法典中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本编

所指婚姻，是指男女双方依法缔结的配偶关系。此项立法建议的理由在



于，按照当代中国社会主流的婚姻观，婚姻关系应当在男女两性之间依

法缔结。本编所称家庭，是指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

属成立的亲属关系。

二、婚姻家庭编在民法典中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婚姻法采取了专

门立法模式，经历了由1950年婚姻法向1980年婚姻法、2001年婚姻法修

正案的发展历程。在新的历史时期，婚姻法依然要担负建设平等、和

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的神圣使命，并将逐步完成向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回归的历史转型。

婚姻家庭编作为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注重婚姻家庭编体系

内和体系外的充分协调与有机统一。体系内的协调是指婚姻家庭编各章

之间在制度、理念、原则、规范层面的高度衔接与有机统一。中国法学

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专家建议稿）初步将婚姻家庭编设计为七

章：通则、结婚、夫妻关系、离婚、父母子女及其他近亲属关系、收

养、监护，共计155条。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典（草案）》婚姻家庭

编的拟定，婚姻家庭编初步设计为五章：一般规定、结婚、家庭关系、

离婚、收养，共计79条，在婚姻法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将收养法的相关

规定适当纳入。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体系外的协调，则应关注民法典总

则、物权、债权、人格、继承、侵权责任各编的制度设计、理念更新与

目的追求，并在兼顾婚姻家庭编自身特质的立法基点上，科学解决通则

（一般规定）、结婚、夫妻关系、离婚、父母子女及其他近亲属关系、

收养、监护各章的制度安排与理念贯通，实现婚姻家庭制度与其他民事

法律制度以及其他社会制度之间的有机统一。[1]

婚姻家庭编，是调整婚姻家庭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是民法典的



重要组成部分。形式上的婚姻家庭法，是指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实质

上的婚姻家庭法，是指凡是一切规定亲属身份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

灭，规定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其他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的身份地位、

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婚姻家庭法在民法中的地位有下列几种模

式：第一，法国模式。将婚姻家庭法与民事主体制度一起规定在人法

中。第二，德国模式。婚姻家庭法为民法典的单独一编。第三，苏联模

式。婚姻家庭法脱离民法，单独作为一个部门法进行规定。在民法典编

纂完成之前，我国的婚姻家庭法通常认为是单独的部门法，之后婚姻法

有回归民法典的意向，民法典将其作为单独一编入典，回归民法典体系

之中。

三、婚姻家庭编的调整对象

婚姻家庭编的调整对象，是婚姻家庭产生的民事关系，包括婚姻关

系和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因结婚而成立，又因一方死亡或离婚而终止，

因此结婚的条件和程序、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关于离婚的处理原则、

程序、条件以及离婚后有关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和生活困难等问题，都

属于婚姻关系的范畴。家庭关系是基于结婚、出生、法律拟制等原因而

发生，又因离婚、家庭成员死亡、拟制血亲关系解除等原因而消灭。因

此，关于确认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属身份，规定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

及其产生、变更和终止等方面的事项，诸如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和

其他近亲属关系等都属于家庭关系的范畴。尽管拟制血亲在形成和终止

的原因、效力所及的范围上与自然血亲存在差别，但不可否认，因收养

而产生的拟制血亲是家庭关系的重要构成，因此收养是婚姻家庭编的组

成部分。[2]

案例评议



奉桑某与彭伟某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案[3]

◆裁判规则

法院认为，该协议属于婚姻法律关系调整范畴，所引发的是婚姻家

庭纠纷，不属于仲裁法规定的仲裁适用范围。故该协议的仲裁约定条款

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属无效条款。

◆评议

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一千零四十条的规定，民法典第五编

调整因婚姻家庭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婚姻家庭关系，是婚姻关系和家庭

关系的合成，主要包括夫妻之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以及围绕家庭所产生

的人身和财产关系，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仲裁法》第

三条明确将因婚姻引起的纠纷排除在仲裁之外，根据《民事案件案由规

定》第二部分的规定，离婚纠纷、夫妻财产约定纠纷等15类案由均作为

第三级案由归属于婚姻家庭纠纷项下。因而，法院认定申请人奉桑某主

张夫妻双方夫妻共有经营性资产确认及分配协议中约定的仲裁条款无效

的主张成立。



第一千零四十一条 【我国的婚姻制度

及保护的权益】

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

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

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本条来源

《婚姻法》第二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

婚姻制度。

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

实行计划生育。”

立法演变

一审稿第八百一十九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

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

二审稿第八百一十九条将“儿童”修改为“未成年人”，“老人”修改

为“老年人”。

征求意见稿同二审稿，无修改。



条文释义

婚姻家庭编是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法基本原则是婚姻家庭编

立法的指导方针，决定了婚姻家庭制度规范的基本价值取向。婚姻家庭

编的基本原则是指婚姻家庭编具体规范中蕴含的共通的、概括性的准

则，不仅反映了我国婚姻家庭编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理念，也是司

法机关适用法律以及婚姻家庭关系主体遵守法律的依据。

民法总则明确规定平等、自愿等原则，婚姻家庭编将上述原则予以

细化为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原则，着重发挥其对民众的引导作用，体

现法治和德治的结合。[4]

（一）婚姻自由原则

婚姻自由既是自然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婚姻家庭编的一项基本

原则。婚姻自由是指根据自然人的意愿建立或解除婚姻关系，依照法律

规定结婚或者离婚不受非法干预的权利。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

自由两个方面。[5]婚姻家庭编不仅在一般规定章明确规定实行婚姻自由

的制度，禁止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在结

婚、离婚及家庭关系章继续强调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以及夫妻各方婚后

享有自由地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

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结婚自由是指在婚姻法的法定

条件内，男女双方可自由选择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何时建立婚姻关系、

何地缔结婚姻关系及婚姻办理方式等。与结婚自由相比，离婚自由可能

涉及子女、财产等诸多问题，更为复杂。

（二）男女平等原则



编纂婚姻家庭编应将维护性别平等、贯彻男女平等原则作为融贯制

度体系的精神内涵，将该精神内涵贯穿于婚姻家庭编的结婚、夫妻关

系、离婚、父母子女及其他近亲属关系、收养、监护各章的制度体系设

计中。维护性别平等既是人权标准，又是基本国策，更是基本信念。早

在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召开时，中国政府就曾庄严宣告：推进社

会性别主流化，实现性别平等。二十余年过去了，中国的性别平等虽然

在社会生活的诸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依

然存在差距。[6]维护性别平等是法治的努力方向。贯彻男女平等则是婚

姻法的核心精神与时代使命，如何实现男女平等原则的统摄功能和自律

功能是立法的核心。有学者认为，为贯彻男女平等原则，男女结婚年龄

应作统一规定。如“结婚年龄，男女双方均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本编未

作调整，法定结婚年龄仍采用“男22岁、女20岁”标准。全国人大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现行法定婚龄的修改，属于婚姻制度的重

大调整，宜在充分调查研究和科学分析评估后再作决策。

婚姻法上男女平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男女享有同等

的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第二，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无论是人身

方面还是财产方面，夫妻都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第三，

其他男女家庭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例如，子女有平等的赡养父母

的义务，有平等的继承父母遗产的权利。

（三）保护妇女、未成年人和老人的合法权益

1.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是男女平等原则的必要补充，也是实现男女平

等原则的有效保证。婚姻法在确立男女平等原则的同时，又对妇女的合

法权益加以特别保护，二者并不矛盾。对妇女合法权益的特别保护主要



体现在婚姻的效力、离婚及其法律后果、父母子女关系等规定中。例

如，夫妻双方婚后享有独立的姓名权、人身自由权；女方在怀孕期间、

分娩后一年内或终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等主要是针对

妇女权益而言。

2.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婚姻法一方面在总则中确立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另一

方面在家庭关系中规定了一系列旨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内容。未

成年人保护法、收养法等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作了全面系统的规定，

其主要内容包括：（1）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必须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

责，不得虐待、遗弃未成年人，不得歧视女性和有残疾的未成年人。

（2）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必须保证未成年人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不

得妨碍其入学或使其中途退学、辍学。（3）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以

健康的思想、品行和正确的方法教育未成年人，使其树立良好的道德品

质，预防和纠正其不良习惯。（4）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或迫使

未成年人结婚，不得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5）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

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歧视和危害。（6）保护未成年人

的继承权及其他财产权利。（7）在处理离婚、宣告婚姻无效、撤销婚

姻等纠纷涉及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时，应以未成年人的利益为重

心，注意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8）以“收养应当有利于被收养的

未成年人的抚养、成长”为基本原则，并在收养的条件、程序、效力及

收养的解除等方面确保未成年人的利益。

3.保护老人的合法权益。

婚姻家庭编在总则中把保护老人的合法权益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

定，并在家庭关系一章中对老人的婚姻自由权、受赡养权、继承权予以



保护。例如，规定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离婚、

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变化而

终止。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四）删除“实行计划生育”的原则

1980年我国制定婚姻法时，增加了“实行计划生育”的原则以及“夫
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义务”的条款。立法机关制定上述条款的目的

是推行以控制人口增长为目标的时代需求，从国家对生育权限制的角度

调整夫妻共同生育行为。为了回应我国人口出生率低迷的现状，婚姻家

庭编不再将“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原则予以规定；夫妻的权利义务中

也不再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由于相关原则与具体规则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司法实践中存

在大量案例将基本原则结合其他具体条文或司法解释共同作为裁判依

据。

法条关联

◆《宪法》

第四十九条 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

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

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

◆《民法典》（总则编）



第一百一十条 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

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

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权。

第一百一十二条 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人身权利受法律

保护。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第一千零四十条 本编调整因婚姻家庭产生的民事关系。

第一千零四十一条 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

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

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第一千零四十二条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

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第一千零四十三条 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

家庭文明建设。

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互相关爱；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

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第一千零四十六条 结婚应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任何一方对

另一方加以强迫，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加以干涉。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二十一条 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

得干涉老年人离婚、再婚及婚后的生活。

赡养人的赡养义务不因老年人的婚姻关系变化而消除。

第二十五条 禁止对老年人实施家庭暴力。

◆《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三十一条 在婚姻、家庭共有财产关系中，不得侵害妇女依法享

有的权益。

第四十三条 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婚姻家庭权利。

第四十四条 国家保护妇女的婚姻自主权。禁止干涉妇女的结婚、

离婚自由。

第四十七条第一款 妇女对依照法律规定的夫妻共同财产享有与其



配偶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不受双方收入状况的影

响。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 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享有平等的监护权。

◆《刑法》

第二百五十七条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

由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犯前款罪，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款罪，告诉的才处理。

◆《婚姻登记条例》

第一条 为了规范婚姻登记工作，保障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

平等的婚姻制度的实施，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制定本条例。

第九条 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十一条的规

定向婚姻登记机关请求撤销其婚姻的，应当出具下列证明材料：

（一）本人的身份证、结婚证；

（二）能够证明受胁迫结婚的证明材料。

婚姻登记机关经审查认为受胁迫结婚的情况属实且不涉及子女抚

养、财产及债务问题的，应当撤销该婚姻，宣告结婚证作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



干具体意见》

19.借婚姻关系索取的财物，离婚时，如结婚时间不长，或者因索

要财物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返还。

对取得财物的性质是索取还是赠与难以认定的，可按赠与处理。

案例评议

安丰某与丁桂某赡养纠纷案[7]

◆裁判规则

一审法院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

扶助的义务；并依法判令五个子女平均承担支出的费用。安丰某上诉认

为自己也年老，没有赡养能力，请求不承担责任。二审法院认为赡养父

母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在父母年老时，子女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

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

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因而，驳回

安丰某上诉，维持原判。

◆评议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一千零四十一条是关于婚姻制度和原则的

规定，该条对于《婚姻法》第二条中“实行计划生育”的规定予以删除。

该条确定了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对于妇女、未成年人

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优先保护的四项基本原则。该条分别对于婚姻缔

结、婚内夫妻双方权利义务上的平等性以及对于妇女、未成年人、老人

权益特别予以保护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该案中，丁桂某年事已高，生活

不能自理，应由五个子女进行赡养，子女不赡养，由此产生的费用，根



据《婚姻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款及《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的规定，应由五个子女平均

承担。



第一千零四十二条 【禁止的婚姻家庭

行为】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

财物。

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本条来源

《婚姻法》第三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

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

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立法演变

一审稿第八百二十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

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二审稿同一审稿，无修改。



征求意见稿同二审稿，无修改。

条文释义

本条规定了婚姻家庭领域的禁止行为。

一、禁止干涉婚姻自由

干涉婚姻自由侵害了婚姻自主权，是一种侵权行为。干涉婚姻自由

的行为包括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子女干涉父母再婚等。包办婚姻是指

第三人指定，强迫当事人结婚的行为；买卖婚姻是指第三人以索取财物

为目的指定、强迫当事人结婚的行为。干涉婚姻自由侵害了婚姻自主

权，不仅会导致大量的婚姻纠纷，还易于引发违法犯罪，对家庭和社会

都具有较大危害，应当予以禁止。

借婚姻索取财物也在禁止之列。借婚姻索取财物是指婚姻当事人一

方（或其父母等第三人）向对方索要一定的财物，以此作为结婚条件的

违法行为。其特点表现为：第一，索取财物的主体一般是婚姻当事人一

方，表现形式多是女方向男方索取财产，有时也发生婚姻当事人一方的

父母等第三人索取财物的情况。第二，在婚姻决定权上，男女双方对结

婚基本是自主自愿，体现了他们的个人意志，但以索取财物作为同意结

婚的前提条件。这两点也是它与买卖婚姻的区别所在。在现实生活中，

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比买卖婚姻为数更多，涉及面更广，其危害性不

可忽视。因此，婚姻法也明令予以禁止。对于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

人，一般予以批评教育；对借婚姻索取财物所发生的财产纠纷，一般应

责令索取财物的一方予以返还。

婚姻家庭编对彩礼没有规定，可见彩礼已被抽象为民法上的普通财

物。[8]涉及彩礼的返还案件，各级法院遵循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

该条按照结婚与否将彩礼的返还分为两种情形：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的，应当返还彩礼；已经结婚又离婚的，原则上彩礼不返还。存在下

列两种情况，离婚时需要返还彩礼：第一，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未

共同生活；第二，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婚姻家庭编是否应

当将彩礼作为法定概念予以规范？从风俗习惯看，彩礼具有明确的内

涵；在彩礼的内容、数量与数额方面比较明确；男女双方在关系确定

后，也有明确的彩礼给付与接受行为；对于悔婚产生的彩礼返还往往也

有调整规范。因此，将彩礼作为法定概念予以规范具有合理性。

二、禁止重婚

一夫一妻是我国婚姻家庭编确认的基本原则，也是婚姻制度的内在

要素。[9]基于该原则，婚姻家庭编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

居。

（一）禁止重婚

重婚为无效婚姻，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夫妻的权利义务。婚姻家庭编

仅规定重婚无效，并没有区分重婚的类型。刑法赋予善意重婚和恶意重

婚不同的法律效果，《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明知他人有配偶而

与之结婚的构成重婚罪，善意重婚不构成犯罪。婚姻家庭编是否应当承

认善意重婚和恶意重婚、单方善意重婚和双方善意重婚的区分，并赋予

其不同的法效，需具体考量对一夫一妻原则的冲击。就一般社会经验来

看，如果承认单方善意重婚合法有效，会对一夫一妻原则造成较大冲

击。[10]

我国台湾地区“1994年释字第362号解释”首次将重婚区分为善意重



婚和恶意重婚，并承认单方善意重婚的法律效力：“如前婚姻关系已因

确定判决而消灭，第三人本于善良且无过失，信赖该判决而与前婚姻一

方相婚者，虽该判决嗣后又经变更，致使婚姻成为重婚，究与一般重婚

之情形有异，依信赖保护原则，该后婚姻之效力，仍应予以维持”。[11]

这项解释使一夫一妻原则几乎形同虚设，遭到了学界的普遍抨击。[12]

考虑到单方善意重婚对一夫一妻原则的巨大冲击，“2002年的释字552号
解释”对此作了必要的补救，只承认双方善意重婚的法律效力：“婚姻涉

及身份关系之变更，攸关公共利益，后婚姻之当事人就前婚姻关系消灭

之信赖应有较为严格之要求，仅重婚相对人之善意且无过失，尚不足以

维持后婚姻之效力，须重婚之双方当事人均为善意且无过失时，后婚姻

之效力始能维持。”配合这次释法，我国台湾地区再次修改法律，在规

定重婚无效的前提下，其“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条又规定，“重婚之双方

当事人因善意且无过失信赖一方前婚姻消灭之两愿离婚登记或离婚确定

判决而结婚者，不在此限”。[13]上述规定否定了单方善意重婚的合法

性，仅承认双方善意重婚的效力。

（二）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婚外同居，即《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第一千零

七十九条、第一千零九十一条所指“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婚外同居不

同于符合结婚实质要件、未进行结婚登记但符合司法解释规定条件的事

实婚姻，也不同于无配偶男女两性未进行结婚登记，且不符合事实婚姻

条件的非婚同居。[14]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一千零七十九条和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

了“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在婚姻家庭编的法律后果，分别为“准予离

婚”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对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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