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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反思

周忠学

（韩山师范学院 潮州师范分院，广东 潮 州　５２１０２１）

［摘要］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是在社会转型的语境下，关注农村与城市的现实，以 自 由、平 等 和 民 主 的 现 代 理 念 为 指 导，

以城市为基础来拟制，面向未来的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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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点：城市与农村

农业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主要的经济形式，农

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中国农业

大国的特点不容回避或者逃避。对于农民占据中国

人口大多数的现实也必须予以尊重。婚姻法司法解

释必须考虑中国农民的现实状况。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城镇化取得了巨大的

成就。１９８１年３月３０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转发国

家农委《关 于 积 极 发 展 农 村 多 种 经 营 的 报 告》的 通

知，要求纠正“把绝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耕

地上，而耕地又几乎只是集中于种粮食作物”的“左

倾”错误做法，同时指出“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应当

为我国繁荣农村经济的一项战略性措施”。２００１年

３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

理制度改革 意 见》，２００７年 国 家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批准了一些地方进行城乡一体化的改革试验。以上

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农村的发展，推动了我国城镇

化的进程。中 国 社 科 院 发 布《２０１０年 城 市 蓝 皮 书》

指出，我国城 镇 化 率 达４６．６％。即 使 如 此，我 国 的

城镇化进程以流动就业为主要形式，并没有完成农

村人口向城镇的定居或者“落户”迁徙。因此，农村

在我国仍然具有绝对的优势。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在１９８０年

制定实施的，并经过了两次的司法解释，婚姻法司法

解释三是根据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是以城市为基础

来拟制的。中国农村社会虽然也在现代化，但农村

的婚姻还大多是距离较近之间的婚姻，各种姻亲关

系必然呈网络状格局。这种人际关系的持续化必然

会导致邻里 关 系 或 农 村 村 落 的 亲 属 化 与 家 族 化 状

态。这次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仍然以城市为基础来解

释。我们以婚姻关系中的财产关系为例来解读婚姻

法司法解释三较少关注农村家庭特殊背景及对农村

妇女权益的保护，而偏重城市背景的倾向。如在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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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

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

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

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

的个人财产。”本条着眼于化解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将物权登记效力引入婚姻家庭关系当中，明确离婚

案件中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不动产应归产权登记方

所有，在离析家庭财产权属方面更加清晰，也有助于

避免婚姻过程中的财产纠纷。但是，这种处理家庭

纠纷的格式化思路，很大程度上是立足于城市家庭

的背景，忽略了我国城乡家庭之间所存在的重大差

别。在广大的农村中，一般都是“女随男”，这样的婚

姻格局长期未变，因此，嫁出去的女儿往往事实上丧

失了娘家的财产继承权。现在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第七条规定，离婚时对夫家的财产权也难以主张。

因为司法解 释 按 照 物 权 登 记 效 力 来 确 定 不 动 产 归

属，却未详加区分农村与城市的不同背景，农村的习

俗是男方置房产，女方陪嫁妆，嫁妆大多是消费品，

会在婚姻中很快折旧完毕，甚至消耗殆尽，此时除了

丈夫的房屋，她几乎剩不下什么真正的财产。如不

考虑这些，这就使很多农村已婚妇女丧失了对丈夫

家房产的权利享有，将离婚农村妇女推至更加孤立

无援的权利困境，失去对农村妇女的房产权益保护。

　　二、性质：传统与现代

在我国，传统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仁 与 礼

是儒家思想的两大纲领，三纲是儒家思想的三大支

柱，其共同的特征是服从下的等级社会。传统社会

的礼是从周礼发展而来，周礼建立在宗法等级制基

础上，是一系列典章制度的总称，是不同等级、不同

身份的人在祭祀、婚丧、节庆、宴饮以及日常生活中

的俯仰登降、揖让周旋方面所应采用的举止和衣物

等的规范，其本质在“名贵贱、辨等列、序少长”，在于

讲名分，建立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的

井然有序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仁”是在“礼乐

征伐出诸侯”、“陪臣执国命”、“大夫舞八佾”等越级

犯上的背景下提出的，其目的就是与礼一起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实现社会控制、调节社会关系、优化等级

社会秩序。“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与“夫为妻纲”
“是封建时代社会控制系统的核心和枢纽，……三纲

的 神 圣 化 与 绝 对 化，正 是 君 主 专 制 制 度 的 保

证”［１］（Ｐ１１７）也是中 国“宗 法 社 会 最 基 本 的 伦 理 道 德，

是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重要支柱”。［２］（ｐ３１２）它强调以

下事上，以卑事尊，臣、子、妻居于下位，不敢不尊奉

上位，也就是要奉事君、父、夫，目的建立和谐的等级

制度，重点是服从，这是与以自由、平等、民主为现代

理念背道而驰。

作为现代社会的理念，自由、平等和民主是针对

封建特权提出的，它们都是现代社会的理论基石，是
在商品经济发展而来。对于自由与平等与商品经济

的关系，马克思曾表明：“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

值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

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作为纯粹观

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过程各种要素的一种理

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关系上发

展了的东西，自由和平等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再生

产物 而 已。”［３］（Ｐ１９７）当 然，平 等 不 是 把 社 会 对 任 何 人

的潜力和自由毫无差别的认可等同起来，真正普遍

的平等不应为此所决定和制约。因为“民主意味着

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理解为消灭阶级，

那末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

有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

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

实现之后，也就是说，一旦劳动平等和工资平等实现

之后，在人类 面 前 必 然 会 产 生 一 个 问 题：要 更 进 一

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

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４］（Ｐ２５６－２５７）

当然，我国推翻了三座大山，以自由、平等和民

主的现代理念为指导，我国的婚姻法也受自由、平等

和民主的现代理念所指导，但婚姻法的发展不能脱

离中国的具体语境，毕竟中国浸淫了几千年的封建

传统，同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并不十分发达。作为中

国现实晴雨表的婚姻法应该与时俱进。我国根据婚

姻家庭生活中出现的无效婚姻、养老保险金、房产问

题、夫妻共有财产、生育权，以及实行计划生育后出

现的 家 庭 结 构 与 亲 属 关 系 的 变 化 等 新 情 况 新 问

题，［５］（Ｐ１０９，１３２）做出了 婚 姻 法 司 法 解 释 三。婚 姻 法 司

法解释三更加深入地贯彻了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

念。财产是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基础，因此家庭财产

制度的深化使自由、平等和民主得到了进一步落实。

家庭财产制度可划分为夫妻共同财产制度与个人财

产制度。在夫妻共同财产制度方面，婚姻法司法解

释三的第五条“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

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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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了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第四条“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制度，等等。在个人财

产制度方面，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第七条婚前父母

出资为子女一方购买的不动产为个人财产，第十条

夫妻一方婚前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签订不动

产买卖合同购买的不动产为其个人财产，等等。不

仅财产权表征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念，而且人身权

更是直接体现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念。婚姻法司

法解释三 第 九 条 规 定 了 妻 子 的 生 育 权。传 统 社 会

中，人们奉行“天地之大德曰生”这种唯生为上价值

观的传统，结婚成家、让家庭担当起人口再生产的功

能、延续祖宗香火，是每一个正常的社会人所必须承

担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妻子只有生育的义

务，没有选择 的 权 利 自 由，所 谓“不 孝 有 三，无 后 为

大”。虽然随着社会的变化，生育功能在人们的观念

和实际的家庭生活中呈现了一些变化，但妇女的生

育权没有上升到法律地位。这次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明确了妻子的生育权，使妻子的生育权有了法律的

依据。

　　三、立场：现实与未来

我国是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所谓的“‘社会转

型’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

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

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

村的、封闭的、半 封 闭 的 传 统 社 会，向 工 业 的、城 镇

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

‘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

的。”［６］（Ｐ１９）在社会转型时期，我们既没完全摆脱小农

社会传统生存形态和文化的束缚，同时又承受着“现

代化痛楚”和后工业社会媒体污染等“疯狂病”，又要

在消除多重社会痛苦的基础上创造新文化，从深层

上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

精神，以及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碰撞的一

系列难题。这种传统、现代、后现代三种价值观压缩

在同一空间，相互碰撞又互相融合，使中国从传统社

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最终使中国迈向自由、自主、创

造性、开放性、科学理性的现代性。

中国婚姻家庭就是在这种语境下展开的，婚姻

家庭的价值观也在传统、现代、后现代三种价值观相

互碰撞又互相融合。一些人在考虑传统的“门当户

对”择偶标准外，更注重经济成分，物质的中介因素

作用增强，在一些人心目中，荣誉、声望及社会地位

有时与金钱、物 质、利 益 比 较 起 来 已 显 得 不 那 么 重

要。同时他们也不局限于统择偶模式的媒灼之言，

而是通过社会交往主动寻找异性，从一般交往逐步

发展为以结婚为目的的恋人，部分男女开始了求婚

公告，或者通过网络寻找意中人婚姻中介作为媒人

的替代，使婚姻结合标准化、规模化和批量化，婚姻

结合的方式已经直接、简明和快速。相应的，家庭关

系发展着巨大的变化，在夫妻关系中，由于妻子参加

各种社会活 动 取 得 收 益 而 有 所 改 变 更 加 平 等 与 民

主；在父母与子女关系方面，父母对孩子的管教是其

天然的责任，它包括权利，同时又是一种义务。不幸

的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提高了家庭的收益，但是

有时生活的总体质量并没有提高很多。如需要倾注

爱心和关怀的人性劳动被工业时代的用具所代替，

来自家人的劳动和体贴被工业用品用具所取代。家

庭的迁徒减少了亲人的联系，淡化了亲人间的关爱。

现代的生活节奏快速化以及部分夫妻聚少离多、甚

至为了谋生而分离多时，使得夫妻的沟通机会减少，

误解频生，信任减弱等等。

无疑，婚姻 法 司 法 解 释 三 既 要 立 足 于 传 统、现

代、后现代并存的现实，又要面向未来婚姻家庭人本

化、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立足于现实、要面向未来，

关键要审慎地处理好家庭财产问题，因为随着时代

的不同，家庭财产的变化最为活跃。在中国传统社

会中，人们秉持“养儿防老”的观念；计划经济时代，

在城市只有退休金的事实，在农村退休金无从谈起；

改革开放后，逐渐人们开始交养老保险金，但养老保

险金财产性质如何界定、如何划分在法律上没有明

确说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对此做了具体

的规定，“离婚时夫妻一方尚未退休、不符合领取养

老保险金条件，另一方请求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养老保险金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婚后以夫妻共同

财产缴付养老保险费，离婚时一方主张将养老金账

户中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个人实际缴付部分作为夫妻

共同财产分割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样对于养

老保险金的处理有了法律的依据。同时婚姻法司法

解释三完善了约定财产制的内容，体现个人财产自

治原则。如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六条允许夫妻对

财产问题进行书面约定，也就是说，夫妻双方在或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可约定采用某种 （下转第１２８页）

４２１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２７卷



不只是给世人安排了不可逆转的死亡终局，对那些

虔诚地信奉上帝、心甘情愿地赎罪者，上帝可将其灵

魂引向极乐世界，到那里任享一切。“极乐世界”虽

是美妙的幻境，却给信众无限的希望。回归上帝的

终极价值追求在老龄道德关怀尤其是临终关怀活动

中具有不可低估的心灵安抚功效，很多西方老人或

手捧、或头枕《圣经》，或请牧师诵读《圣经》，平静离

世，是因为他们真的相信，上帝在美妙的天堂里等候

着自己。

德行不朽是道德精神的永存，回归上帝是灵魂

的再生，作为老龄临终关怀的两种不同向度，二者殊

途同归。前者追求的是在俗世中德行彪炳后世，后

者追求的是在彼岸世界里灵魂的复活，二者的有机

结合必将在老龄临终关怀活动中产生神奇的道德心

理抚慰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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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１２４页）财 产 制 来 支 配 他 们 之 间 的 财 产 关

系。立足于现实、要面向未来，更为重要的是在婚姻

家庭里处理好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问题。在婚姻家庭

中，人们引入“以人为中心”的概念，尊重个体，强调

保护弱势一方。社会变革带来人性解放，突出表现

在生育权 日 益 深 入 民 心。平 等 不 仅 表 现 在 经 济 平

等、人格平等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弱者的保护，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三条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

成年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的抚养费的规定及第

四条对于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给予患重大疾病需

要医治一方相关医疗费用的规定，体现了对于弱势

一方的保护。

　　四、结语

１９４９年建国以来，我国历经计划经济时代与改

革开放的洗 礼，城 镇 化 步 履 加 快，社 会 进 入 转 型 时

期。但由于我国传统悠久，所以传统、现代、后现代一

时并存。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在此语境下展开，在充分

关注现实基础上，以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现代理念为

指导、以城市为背景来拟制，是面向未来的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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