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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阅读次数： 1055  2007-1-11 10:34:00 

      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2006年年会于8月15-16日在哈尔

滨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70余人出席了年

会，年会共收到论文50篇，离婚问题、农民婚姻家庭权益保护和妇女权

益保护问题是本次年会讨论的重点。 

     一、离婚问题 

     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离婚率有过几次大的变动，1950年代初的离

婚率曾创下历史记录，并具有急剧上升又很快下降的特点。自上世纪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婚姻基本仍处于高稳定状态，但是，离婚

率及离婚绝对数量均呈逐年平缓上升趋势。1978 年全国离婚总量是2

8.5万件，1990年是80万件，1995年达到105万件，1999年120万

件，2000年121万件，2001年125万件，2002年117.7万件，2003

年133.1万件， 2004年全国办理离婚166．5万件，比上年增加33．4

万件，增长20％。2005年达到1949年以来的顶点178．5万件，比20

04年又增加了12万件，增长6．72％。 

代表们分析了离婚率上升的原因。 

     1970年代末开始的离婚率的持续上升，既是十年内乱（文化大革

命）积聚的婚姻危机的显性化，也是经济转型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对离

婚趋向宽容，以及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延伸，同时也是物质生

活水平改善后人们对婚姻质量的要求和爱情的期望相应提高的折射。 

     中国婚姻法的立法变化，也从客观上影响了离婚数量： 

     1980年中国第二部婚姻法颁布初次将“夫妻感情确己破裂”作为判

决离婚的法定标准，1981年离婚绝对数量较1980年增长了4.8万件，l

年间离婚增长率高达14.1％。 

     2001年4月中国婚姻法修正案颁布实施，进一步明确了法院认定感

情确己破裂的具体事由。2001年较2000年离婚绝对数量上升了3.7万

件。 

     2003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婚姻登记条例》，大大简化了登记协议



离婚的手续，2003年的离婚绝对数量就达到自1949年以来的最高点—

133.1万件，其绝对值比2002年上升了15.4万件，1年间离婚增长率高

达13.1％。 

     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人口流动的频

繁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将进一步导致社会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趋

向多元化，离婚、单亲、独身、不育将日益成为中国人常态的生活方式

和个人的自由选择；计划生育政策的惯性作用，也使家庭结构日渐小型

化、核心化。社会和子女或亲属网络对当事人婚姻的聚合作用将继续弱

化，这都会使离婚的经济代价、社会成本和心理压力不断降低或减少，

继而增加离婚的风险。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城市和农村、沿

海和内地发展极不平衡，尤其是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也使婚

姻主体因生养子女的养老保障效用而难以改变多子多福的生育意向和模

式。加上传统文化的惯性、扶老携幼的重任和替代资源的匮乏，也使离

婚的诸多成本虽有所下降却依然不低。即使在现代化城市，尽管社会对

离婚较宽容，但出于对子女利益的考虑以及经济、住房条件等限制，人

们对离婚的决定仍然较谨慎。加上社会规范依然强调家庭责任和婚姻道

德，因此，中国的离婚率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持续增长但增幅不大，其

中城市化、现代化发展较快、社会和家庭聚合力明显减弱地区的离婚率

增长幅度相对会大一些。 

     对于如何缓解离婚率，有学者提出了如下对策： 

     （1）由社会为青年男女创造恋爱条件，更多的缔结以感情为基础

的婚姻。 

     （2）积极开办新婚夫妇学校，婚姻心理咨询门诊和离婚学校。对

一些常见的婚姻危机的化解提供对策和心理教育。如教育当事人如何认

识外遇问题，如何化解、疏导矛盾。帮助即将离婚的夫妇预见到离婚后

所面临的一系列困难及解决途径。 

     （3）提倡对离婚案件的冷处理。建议将“当场”发证改为2周后发

证。应当对行政程序的离婚增设6个月的考虑期。当事人要冷静下来需

要这么长的时间。 

     （4）增设法定的别居制度（即“试离婚”制度）。规定其适用的

条件、程序、法律后果。为有裂痕的夫妻提供离婚前的深思熟虑阶段。 

     二、农民婚姻家庭权益保护 

     有学者就农村家庭暴力问题进行实证调查，认为与城市家庭暴力问

题相比，问题十分严重。解决家庭暴力的路径上法律规定与现实做法有

很大差异。许多受害者并不接受将施暴者关起来，而是希望静悄悄地教

育。 



     与会者认为，农民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尤其农民工婚姻家

庭形态与质量令人堪忧，更应引起有关部门关注。很多农村家庭出现大

量留守妻子、留守丈夫、留守孩子、留守老人。长期分离，导致家庭与

婚姻功能残缺。 

     有学者认为城市化进程过多牺牲了农民利益。许多农民父母子女、

夫妻长期分居，农村自杀问题比城市严重，农民沦落为主要的犯罪群体

等。有学者建议，应改善农民衣食住行质量，提高其文化与法律素养。

从法律与政策上允许土地进入市场。国家有关政策应重视农民的婚姻家

庭权利，像关心城里人一样地关心他们的生活，保障他们生活稳定。 

     有学者认为农村早婚、同居、彩礼、打工造成离婚问题较严重。近

几年因外出打工引发离婚的比例有一定增长。因民间调解机制弱化，法

院处理离婚案件难度加大。判决难以执行。 

     有学者认为许多地方的村规民约与法律存在抵触，侵犯和剥夺出嫁

女土地权益和继承权益的现象并不少见。 

     三、妇女权益保护 

     年会对妇女法给予极大关注。学者们认为从92年实施妇女法以来，

取得诸多成绩，但亦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应恰当界定妇女法的

概念，司法实践中鲜有引用妇女法的判例，使妇女法处于边缘地位。恰

当地定位，有助于提高妇女法的公信力。有学者认为目前女性地位边缘

化、低俗化的现象较为突出，全面提高妇女地位将是一个漫长过程。 

     学者们建议对妇女受教育权进行详细描述；拓宽对妇女劳动权保护

的法律领域；加强对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 

     关于妇女人身权的保障。与会学者主要从性骚扰的概念、现状、分

类、特征、举证责任等方面对性骚扰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第一种观点

认为现行法律规定视角狭窄，会导致人们对性骚扰行为性质认识上的误

区，男性或同性遭受性骚扰可能缺乏保护依据；第二种观点认为对性骚

扰行为没必要过多从法律上干预，否则人人自危；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吸

收国外经验，制定相应立法禁止与限制性骚扰行为。 

     有学者比较研究当今中外关于性骚扰立法，提出应完善我国现行法

的规定。如完善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建议增加企业为雇员提供

安全工作环境的责任，将防范性骚扰的内容写进劳动合同法。时机成熟

时，应制定专门的防止性骚扰法。 

     有学者通过中外相关法律的比较研究，提出外国法对我国有诸多启

示与借鉴意义。大家高度肯定现行婚姻法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积极作

用，认为这些法律对巩固婚姻家庭关系，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权利具有重

要作用。但同时认为我国法律在制度设计与保护模式方面仍显保守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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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应进一步完善与深化法律，推进理论与实践结合，强化法律的可操

作性。具体地说要突出国家对农民与妇女的保护责任、完善社会保障机

制、增设专门保障农民及农民工权益的法律规定。创造性地调适婚姻家

庭关系，可以引入各类社会资源，进行跨学科研究，增强当事人对美好

婚姻家庭的信心，这是构建和谐婚姻家庭、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 

                                               

                                          （文/马忆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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