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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7年5月26日至28日，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2007年年会在杭州举行。
此次年会由浙江省法学会、浙江省婚姻法学研究会、浙江工商大学承办。
本次年会的主题是：婚姻家庭中的侵权行为研究，重点探讨了夫妻间的侵权行为、儿童最佳利益在婚
姻家庭关系中的体现、老年人的婚姻家庭权益等相关热点问题。
来自中国法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省法学会等单位
约9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本次年会共收到论文近60篇，论文近70万字。
主要围绕夫妻之间的侵权行为、离婚的法律后果、亲子法律制度、社会性别角色、夫妻关系、其他内
容等6个方面内容。
提交的论文水平高，代表着我国婚姻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论文既涉及理论问题，又涉及实践问题，
内容丰富；论文既有中国法问题，又有外国法问题，视野宽阔。
但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只选取了其中的32篇。
婚姻法学研究总体上是高水平的，是大有作为的，是有贡献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大政方针，给学者提出了更高、
更远的要求。
我们不应该辜负这一要求。
只要立志成才，不怨天、不尤人，掌握正确的方法，锐意进取，勤奋工作，就一定能够完成时代赋予
的光荣使命。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本书还一定存在着不少问题，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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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次年会共收到论文近60篇，论文近70万字。
主要围绕夫妻之间的侵权行为、离婚的法律后果、亲子法律制度、社会性别角色、夫妻关系、其他内
容等6个方面内容。
提交的论文水平高，代表着我国婚姻法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论文既涉及理论问题，又涉及实践问题，
内容丰富；论文既有中国法问题，又有外国法问题，视野宽阔。
但由于篇幅所限，《婚姻法学专题研究》只选取了其中的3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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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夫妻之间的侵权行为　婚姻法修改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论妻单方终止妊娠是否构成对
夫生育权的侵害　我国农村家庭暴力调查实证研究——防治对农村妇女的家庭暴力　对我国反家庭暴
力立法的评述——法律移植的一个立场　论受虐妇女综合征专家证据的引进　完善第三人侵害夫妻身
份权的损害赔偿制度　与私通、诱拐他人配偶和窝藏他人配偶相关的法律　婚内财产侵权之民法规制
第二部分　离婚的法律后果　离婚诉讼前处理子女抚养纠纷的一种新机制——澳大利亚“家庭关系中
心”评介及其启示　离婚时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儿童最佳利益的保障体系：家庭为主抑或社会为主？
——挪威儿童保护制度带给我们的思考　论我国离婚补偿制度应适用夫妻共同财产制　论我国的离婚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离婚后监护与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以英美法为中心　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探析第
三部分　亲子法律制度　以“子女本位”审视我国离婚亲子关系立法　论我国婚生子女法律制度的完
善　收养弃婴中的非法行为及法律规制第四部分　社会性别角色　社会性别与招赘婚姻　多角审视下
的性别失衡与“缺失的女性”　　法律的社会性别分析及其意义第五部分　夫妻关系　重新认识配偶
权　婚姻契约属性与婚姻立法的价值选择　生育权性质的法理分析及夫妻生育权冲突解决原则　我国
《物权法》对家庭财产关系的影响第六部分　其他内容　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之历史、现状与前瞻
　关于我国重婚犯罪现状的思考　我国婚姻法有关重婚问题的立法缺陷及弥补对策　在中国由家庭暴
力导致的离婚　老年人同居现象透视及法律对策研究　论同性婚姻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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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中国离婚亲子关系中的父母本位痕迹与立法完善新中国成立后制定和修订的1950年《婚姻法》
、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都在离婚亲子关系中确认了父母对子女的共同监护模
式①：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
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亲或母亲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第3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1条规定：
夫妻离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无权取消对方对孩子的监护权，但是，未与该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
，对子女有犯罪行为、虐待行为或者对该子女有明显不利的，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取消的除外。
我国《婚姻法》将离婚后对子女的抚养分为直接抚养和间接抚养，体现的正是共同监护的理念，任何
一方在离婚后均有监护子女的权利，只是监护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父母子女共
同生活，夫妻共同监护子女，改为离婚后的一方与子女共同生活，另一方通过行使探望权、支付抚养
费与直接抚养方分担对子女的共同监护责任。
这些规定一方面体现了我国婚姻立法在离婚后亲子关系中强调父母离婚不影响亲子关系，父母双方均
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权利与义务，与现代大多数国家共同监护之立法理念相一致。
另一方面，在立法技术与法律用语上也反映了我国在离婚亲子关系立法中仍保有“父母本位”立法的
痕迹，与真正体现子女最大利益原则的立法尚有一段距离。
首先，《婚姻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体系和用语上仍表明离婚时确定离婚后父母与子女的关
系是以父母为主导的。
离婚后的父母子女关系作为离婚的效力之一，放在《婚姻法》的离婚一章规定，表面上确定的是离婚
后由父母何方担任直接抚养方，行使与子女共同生活，直接抚养教育子女的权利，何方作为间接抚养
方，行使探望权、履行支付抚养费义务的共同监护问题，实际上确定的是子女的归属问题，谁有权与
子女共同生活，担任子女的直接抚养人。
既然离婚后的亲子关系不变，它就不应是离婚问题，而是亲子关系问题，应当作为亲子法的内容，而
非离婚法的内容，否则就会出现体系混乱，具体规定相互矛盾，不具有可操作性的状况；既然子女是
法律上的独立主体，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子女也就应当是离婚亲子关系的主体，而不应成为离婚时
被确定归属的客体；既然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责任和义务，而非仅仅是权利，在法律用语上也应尽量
与这一理念保持一致，如将离婚后探望子女作为父母一方权利的规定本身就是典型的亲子关系“父母
本位”主义立法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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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婚姻法学专题研究(2007年卷)》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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