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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婚姻家庭法》是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为确保教材质量，充分反映婚姻家庭法学的教学规律和教学成果，本教材在撰稿人的选择、编写体例
和编写内容上均精心组织，合理安排，为研究或学习婚姻家庭法的教师和学生搭建了一个体系合理，
内容翔实，剪裁得当，符合认知规律，富有启发性且便于学习的知识平台。
　　作为一部全国适用的国家级教材，本教材在主编和参编人员的选择上充分考虑了其权威性和广泛
性。
主编巫昌祯、夏吟兰女士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分别担任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
会的名誉会长和会长。
所有撰稿者均长期从事婚姻家庭法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参与了婚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或立法
活动，大多数是婚姻法修法专家组主要成员。
　　婚姻家庭法有相对完整的概念体系和逻辑构造。
本教材在确保已有结构体系完整性的基础上，凸显了婚姻家庭法学的原理地位；完整准确地阐述婚姻
家庭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要点，充分反映了现代婚姻家庭法学的价值理念和文化内涵。
并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内，面向未来，尽可能展示婚姻家庭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前沿理论以及司法
实践中的最新判例和司法解释。
　　婚姻家庭法学是应用法学，理论联系实际是婚姻家庭法学的生命力所在。
判例教学是目前婚姻家庭法学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本教材增加了案例分析的环节，扩大了案例分析
的数量并增加了难度，使教学活动更为新鲜且具有时代感。
通过判例教学可以使学生充分理解法律规则、运用法律规则，培养他们的理性精神、批判精神和逻辑
思维能力。
引导学生关心社会、关注现实，探讨婚姻家庭法学领域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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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巫昌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研究领域：亲属法、继承法、妇女与法律问题。
代表作：《我与婚姻法》、《婚姻法执行状况调查》、《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法理论》、《离婚新探
》。
夏吟兰，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会长。
研究领域：亲属法、继承法、妇女人权。
代表作：《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离婚救济制度之实证研究》、《离婚衡平机制研究》、《对
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的社会性别分析》。
李明舜，中华女子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
研究领域：婚姻家庭法学、妇女人权、证据法学。
代表作：《婚姻法中的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妇女权益法律保障研究》、《民法典的制定与结婚
、夫妻制度的完善》、《制定反家庭暴力法的几点思考》。
薛宁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法研究室副主任。
法学研究所性别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研究领域：亲属法、性别与法律问题。
代表作：《21世纪婚姻家庭关系的新规制》、《法定夫妻财产制立法模式与类型选择》、《中国民法
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亲属编》、《无效婚姻制度论——从英美法到中国法》。
何俊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理事。
研究领域：亲属法、继承法、妇女与法律问题。
代表作：《中国古代妇女与法律研究》、《论离婚财产分割适用公平原则》、《论婚姻家庭领域道德
调整与法律调整的关系》、《论离婚有过错方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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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  　第五节  与结婚制度相关的规定  第六章  婚姻的效力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婚姻的人身效力  　第三节  婚姻的财产效力  　第四节  夫妻财产制  第七章  父母子女关系 　第一节  概
述  　第二节  亲权  　第三节  监护　第四节  亲生子女　第五节  法律拟制子女　第六节  人工生育子女  
第八章　收养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收养成立的实质要件　第三节  收养成立的形式要件  　第四节  收养的效力  　第五节  收养的解除第九
章  其他家庭成员关系　　　　　　　　　　　　　　　　　　　　  　第一节祖孙关系　第二节  兄弟
姐妹关系  　第三节  儿媳、女婿与公婆、岳父母之间的关系  第十章  离婚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离
婚程序　第三节  判决离婚的法定条件  　第四节  离婚纠纷的类型及其处理  第十一章  离婚效力 　第一
节  概述  　第二节  离婚后的子女抚养教育  　第三节  离婚时的财产处理　第四节  离婚时的救济措施  
第十二章  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救助措施　第三节  法律责任第十三章  民族
婚姻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民族自治地方对婚姻法变通规定的内容  第十四章  涉外婚姻与涉外收养
 　第一节  涉外婚姻　第二节  涉外收养第十五章  涉及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婚姻与收养  　第一节  涉及
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婚姻  　第二节  涉及华侨、港澳台同胞的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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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婚姻家庭原理学习目的与要求：学习本章应了解和掌握婚姻家庭的基本理念、属性及婚姻家庭
制度的演进发展。
掌握婚姻家庭的概念、基本职能和婚姻家庭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了解婚姻家庭制度在不同历史时
期的地位、特点以及其作为一种特定的法律制度与经济基础和其他相关上层建筑的关系，为今后学习
婚姻家庭法律做好理论准备。
第一节婚姻家庭的理念及属性一、婚姻、家庭概念与性质（一）婚姻概念婚姻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确
认的男女两性的结合。
此结合所形成的特定的两性关系即为夫妻关系，又称之为婚姻关系或配偶关系。
由此概念可推知：1.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结合。
男女两性的结合是婚姻成立的前提条件，此乃婚姻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的重要区别之一，是婚姻之自
然层面的要求。
两性结合是人伦之本，男女两性的性差别和性吸引、性本能是产生婚姻的原始动力，是婚姻成立的自
然条件，无此，便无人类的繁衍、社会的发展。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西方国家，同性恋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在是否赋予其法律地位的
问题上，尽管已有丹麦等一些国家通过立法允许同性结合、享有与异性夫妻相同的法律地位，但大多
数国家仍不承认同性结合具有婚姻的效力。
2.男女两性的结合须为当时社会制度所确认。
婚姻关系作为特殊的社会关系必须符合当时社会制度所确认的婚姻规范，此乃婚姻之社会层面的要求
。
两性结合是与动物的共同自然属性，但用社会的手段对两性关系予以规范，形成统一的制度化的婚姻
形态则是人类婚姻的特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婚姻家庭法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