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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世界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时代，也是法治的时代。
经济全球化、时代信息化推动了国际经济交往中某些规则的趋同和一些国内法与国际法一定程度的对
接，但是经济全球化也不可能带来法律的完全统一。
不同的国家之间，存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不同的法律文化是必然的、客观的现象。
因而，世界上肯定长期存在多种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
中、韩两国有不同的法律制度，不同的法律文化的共存是研究比较家族法的基础。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研究，探讨各自法律的共性与差异性，寻求其可借鉴性，进而加强和促进法学的交
流与合作。
中、韩两国的家族立法各自经历了自己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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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阐述中韩两国家族制定的立法背景、发展经过和基本内容，在比较分析各种婚姻继承制度的
基础上，本书重点分析和探讨了中国的夫妻共同财产制、离婚登记程序、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法定继
承人的范围和顺序、遗产分割制度和韩国的夫妻分别财产制、结婚条件与离婚事，由、继子女的收齐
、监护制度、遗产分割中的归扣制度与遗留份制度等具有不同特色的制度，并为中国家族法律的改革
和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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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50年《婚姻法》的任务既表现为废除封建的婚姻家庭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又意味
着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创建。
为了保证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健康发展，中共中央和政务院于1952年11月25日和1953年2月1日，分别
发出了关于贯彻婚姻法的重要指示，规定以1953年3月为全国贯彻《婚姻法》运动月。
1953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的补充指示》。
这三个文件，对贯彻《婚姻法》的任务、方针、方法和各种政策界限，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当时全国各地都成立了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
经过几年的努力，特别是在1953年全国性的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后，它所确立的各项基本原则以及
为实现这些原则而作的具体规定，逐步得到贯彻执行，取得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决
定性胜利。
1950年《婚姻法》的历史功绩还在于，它所确立的新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的基本原则、体系结构以及一
些符合国情的行之有效的规定，都为1980年《婚姻法》所继承。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实现，婚姻家庭制度的
性质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基本建立，婚姻家庭立法有望进入一个全面发展、不
断完善的阶段。
但是，从1957年到1976年，整整2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处于政治运动之中，特别在“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浩劫期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被打破。
那些本应颁布的重要法律，如民法、刑法等，因此而夭折。
不仅如此，包括1950年《婚姻法》在内的各项已有法律也形同虚设，公民的婚姻家庭权利无法得到保
障，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遭到了极大的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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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韩家族法的比较研究》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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