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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刚刚进入新千年不久，我国就修订了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
至今，有将近十年了。
近十年间，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了三个关于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和两个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精神损害
赔偿等相关的司法解释。
为了配合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在新修改的婚姻法颁布后，笔者在2001年主编了一套七卷本的《新婚
姻法专家指导丛书》，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2003年，笔者又与他人合写了《婚姻家庭法新论》一书，在法律出版社出版，受到十几所大学师生的
欢迎，曾创造了两年内九次印刷的成绩。
同时，还在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了《婚姻家庭法典型判例研究》。
2005年12月，根据当时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新的司法解释，笔者主编了《亲属法与继承法论》，在四
川大学出版社出版，获四川大学优秀教材一等奖，也先后印刷了十多次。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生活的变迁，这些书目前都已经过时了。
目前，适逢清华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一套新的，力争适合于未来10年的婚姻家庭法的专著性教材。
同时，也由于笔者还没有独著过这方面的专著性教材，笔者欲借此书实现这一愿望。
当笔者将能够收集到的有关专著教材收集齐备，准备动笔写作的时候，笔者发现案头竟已有：从民国
时期到解放后以及最新婚姻家庭亲属法教本共三十多种。
这些书各具特色，令笔者目不暇接，有点考验笔者的鉴赏力。
但作为专著或教科书，笔者认为，既要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要紧贴社会现实，特别需要注重实际应
用。
鉴于此，本书首先在理论和体系上，力争博采众家之长，摒弃众家之短。
例如，本书特别纠正了许多专著和规划教材中错误地把我国现行的法定夫妻财产制由“模糊双轨制”
解读为“婚后所得共有制”的重大失误。
本书还特别补充增加了这些专著和规划教材都漏掉的亲属制度必不可少的“生育制度”一章和司法实
践中依据其他法规明确保护的亲属称谓权、亲情保持权、亲属名誉权、亲属人格利益共享权、亲属悼
念权等“一般亲属权”。
笔者希望通过本书，使我们的法学更实在地关注民众婚姻家庭生活，使我国的“民事基本法律更加平
民化”。
同时，切实为我国社会关系现代化和防止腐朽思想的侵入，正确贯彻宪法保护婚姻家庭的原则打下坚
实的理论基础。
在总结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准则方面，本书尽力让读者能够真心地接受，从而切实地提高读者自身的
素质和法律理论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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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世纪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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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婚姻家庭亲属法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婚姻家庭亲属法学原理  第一节  学科概念和研究对象  第二节  婚姻家庭亲属法的概念及其演变 
  一、婚姻家庭法的概念、特征和名称    二、亲属法的概念和定性    三、由婚姻家庭法向亲属法的部分
回归    四、以婚姻家庭亲属法命名的必要性  第三节  婚姻家庭亲属法的调整对象一    一、婚姻的概念
及其与终身同居的区别    二、家庭的概念及其与户的区别    三、亲属的概念    四、婚姻家庭亲属的本
质及其存在的历史必然  第四节  婚姻家庭亲属法律与制度    一、婚姻家庭亲属法律与制度的关系    二
、原始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    三、我国古代的亲属制度    四、亲属立法形式的沿革    五、婚姻家庭亲
属法在我国现行民法中的地位  第五节  我国亲属法的渊源及其适用    一、保护婚姻家庭的宪法原则的
施行及其存在问题    二、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的直接引用    三、行政法、刑法、劳动法与亲属法实施
的保障    四、诉讼法对婚姻家庭亲属法实施的程序保障    五、婚姻法的实施与相关国际条约的遵守  第
六节  亲属法律关系与亲属身份权    一、身份权的内涵、特性及其与人格权的区别    二、亲属人格权、
绝对和相对身份权及财产权    三、单独存在的绝对亲属身份权不包含相对权    四、相对亲属身份权与
绝对亲属身份权的关系    五、亲属身份在一方死亡后的绝对权效力  思考题  ⋯⋯第二章  我国婚姻家庭
亲属法的基本原则第三章  亲属通则第四章  结婚制度第五章  夫妻制度第六章  生育权制度第七章  亲子
制度第八章  收养制度第九章  扶养制度第十章  亲属监护制度第十一章  婚姻终止与离婚制度第十二章  
离婚后果处置制度第十三章  亲属继承法原理第十四章  亲属法定继承制度第十五章  亲属遗嘱继承及其
相关制度第十六章  亲属遗产分割制度第十七章  民族涉外、涉港澳台的亲属与继承制度第十八章  求助
措施与法律责任参考文献作者简历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婚姻家庭亲属法学>>

章节摘录

一、婚姻家庭法的概念、特征和名称依照我国婚姻家庭法学界普遍公认的观点，“婚姻家庭法是规定
婚姻家庭关系的发生和终止，以及由此产生的特定范围的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
婚姻家庭法从实质意义上理解，是各种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我国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将其简称为“婚姻法”。
绝大多数成文法国家通常将调整婚姻家庭等亲属关系的法律以“家庭法”、“亲属法”或“亲属编”
的名称放在民法典之中。
对婚姻家庭法的概念，从特征上可做以下几点分析：①婚姻家庭法既调整婚姻关系，也调整婚姻关系
以外的家庭关系，同时也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以外的其他亲属关系；②婚姻家庭法既指形式意义上的婚
姻家庭法，即以婚姻家庭法命名的法律文件；也指实质意义上存在于其他法律文件中调整婚姻家庭关
系的各种法律规范；③在现代，婚姻家庭法是一门带有较强伦理性、强制性、普遍适用性的普通法，
而不是特别法。
它是世界各国婚姻家庭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1950年制定的《婚姻法》借鉴前苏联的《婚姻家庭监护法》，调整范围与名称相距甚远。
在1980年修订婚姻法时，由于“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社会实际状况变化不大等
种种原因，保留了原来婚姻法的名称，而没有采纳当时社会各界关于婚姻法更名为“婚姻家庭法”的
建议。
结果，许多超出婚姻家庭范围而又需要法律调整的亲属关系，后来只好由司法解释来补充调整。
事实上，我国20世纪90年代颁布实施的调整各类亲属关系的单行法规也都没有再局限于婚姻家庭关系
的范围内。
比如，1993颁布实施的《收养法》，明确规定的不同类型的收养条件和收养的法律效力都远远超出法
律逻辑上和社会通常观念上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范畴；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的特殊收养条件，被收养人
和收养人的“近亲属”之间权利义务的产生等规范，都远远超出了婚姻家庭的范围；其他法规对不同
类型的亲属法律效力的规定也都远远超出了婚姻家庭关系的范围。
我国《公务员任职回避暂行办法》规定的公务员任职，亲属回避的范围最广，涉及“三代以内的旁系
姻亲”，但如何计算三代以内的旁系姻亲，则找不到任何有关的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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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婚姻家庭亲属法学》：内容权威，专业，全面吸收最新学界成果易教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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