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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法律职业教育的需要，培养学生处理法律实务的工作能力，宁夏司

法警官职业学院组织本校承担专业课程教学的骨干教师编写了系列教材，这

本《婚姻家庭法原理与实务》就是其中一部。

《婚姻家庭法原理与实务》是法律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内容涵盖婚姻家

庭法律的基本理论知识、婚姻家庭关系和亲属关系的法律规范，以及民族婚

姻、涉外婚姻和港、澳、台区际婚姻家庭关系法律冲突的基本法律知识。通过对

婚姻家庭法课程的学习，学生需掌握婚姻家庭法基本理论和知识、婚姻家庭法

的立法思想和基本原则，了解最新婚姻家庭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部分单元采

用案例教学的方法，使学生密切联系实际，学会分析和使用法律，初步掌握解

决日常生活中一般婚姻家庭纠纷的技巧，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为其从事法律

服务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提高学生面向社会的就业能力。

本教材的编写，以我国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收

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的法律法规为主要依据，在编写过程中借鉴

了大量的同类教材的成功经验，吸收了以往教学过程中师生的意见和建议。结

合司法实践的需要，根据新时期法律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不同层次学员的特

点，结合当下中、高职衔接大背景下法学教学的需要，提纲挈领地介绍该学科

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编写过程中坚持理论知识“够用、适度”的原则，注重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认真贯彻了“教—学—做”一体化的职业教育理念。

编写说明



婚姻家庭法原理与实务

本教材由王国全担任主编，并负责统稿。各学习单元撰写人员如下（以撰

写单元顺序为序）：

王国全：第一单元、第五单元、第六单元、第七单元

何锐：第二单元、第三单元

刘菲：第四单元

本教材的编写得到了宁夏司法警官职业学院领导的关怀和大力支持，在

此表示感谢。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著述和案例资料，在此对其作者以致

谢忱。因编写时间仓促，加上作者学术水平所限，本教材在内容规划及法律解

读方面难免存在缺陷，恳请各位专家、同人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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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宪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简称《民法通则》。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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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民通意见》。

4.《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简称《婚姻法》。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一）。

6.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8.《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简称《收养法》。

9.《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简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简称《妇女权益保障法》。

11.《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简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12.《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称《刑法》。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简称《民事诉讼法》。

本书引用的主要法律、
法规及司法解释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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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婚姻家庭制度与婚姻家庭法

【知识要点】

1. 婚姻法及其调整对象

2. 亲属制度

3. 婚姻法的基本原则

项目一 婚姻与家庭

【学习目标】

1. 婚姻家庭的概念和特征。

2. 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类型。

【导入案例】

在现代城市里，越来越多的青年男女，选择了共同租住一套房子。这些被

人们形象地称为“新同居生活”的伙伴中，绝大多数都是单身男女，他们不一定

是恋人，在更多的时候，他们也许只是朋友、同事甚至是陌路。如今，男女同住

一套房子，原因很多。大多数人是为了经济考虑。也有不少人觉得，异性合租比

同性合租好处更多。站在世俗或法律的角度上分析这种现象，显然与传统意义

上大众对婚姻的认识大相径庭。那么，他们以此种方式组成的生活单位，主体

之间的身份应如何界定？



婚姻家庭法原理与实务

【本案知识点】

婚姻；共同生活；夫妻身份

【主要内容】

一、婚姻

（一）婚姻的概念和特征

婚姻是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被当时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互为

配偶的结合。这一概念旨在强调婚姻是男女双方具有配偶身份的结合，这种结

合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认可的，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和合法性。其他非配偶身

份的结合，即使男女双方长期共同生活也不能称其为婚姻。实质上，婚姻是男

女双方以共同生活为目的，具有公开夫妻身份的两性结合。

正确理解婚姻的概念，须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婚姻必须以男女两性结合为基础。

第二，建立婚姻关系的男女以共同生活为目的。

第三，建立婚姻关系的男女具有公开的夫妻身份。

如果认为，“合法”是婚姻概念的必要内涵，那么，这就与婚姻家庭法学中

有关婚姻种类的理论相矛盾，如果基于这种观点，凡婚姻必须强调其合法性，

这与现代法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及社会现状不相吻合。而且与我国目前的婚姻

法律制度的现状也不相称。包办婚姻、买卖婚姻、事实婚姻、无效婚姻、可撤销

婚姻都不合法，但在我国立法、司法解释和法学研究中都视它们为婚姻。由此

可见，婚姻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事实上的概念。

二、家庭

（一）家庭的概念

家庭是指因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而产生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一定范

围的亲属所组成的生活单位。

（二）家庭的特征

第一，家庭成员由具有法定权利义务的一定范围的亲属构成。家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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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之间是亲属关系，生活在同一家庭的成员彼此之间通常是近亲属关系

是以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前提条件的，亲属和家庭成员的范围是明显不

同的。

第二，组成家庭的亲属主要因婚姻和血缘而产生。婚姻是家庭形成的基础

和前提条件之一，家庭是婚姻缔结的必然结果。血缘出于家庭，家庭是血缘关

系的社会组织形式，同时又使血缘关系得以扩大和延续。

第三，家庭是由人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又是以一定的物为基础的财产集

合体。家庭成员长期共同生活乃至共同生产，不仅构成社会最密切的不可替代

的人际关系，而且存在着整体的共同财产关系。

三、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类型

（一）婚姻家庭制度

婚姻家庭制度是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是一定

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婚姻家庭形态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集中反映，是一定的

社会所确认的婚姻家庭方面的行为规范。一定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与一定

的社会形态相联系。在原始社会，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社会规范有道德和习

惯；在阶级社会中，婚姻家庭关系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婚姻家庭制度具有

一定的法律形式。但是，有关婚姻家庭的道德、习惯也是婚姻家庭制度中的

重要内容。道德习惯和法律都属于上层建筑。可见，婚姻家庭制度属于上层

建筑的范畴。

社会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婚姻家庭制度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

成的，用以确认和规范婚姻家庭关系的上层建筑。可见，婚姻家庭制度是由经

济基础决定的。但是，经济基础一般是通过上层建筑各个部门来反映婚姻家庭

制度的要求的。

（二）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类型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其婚姻存在形式的演变经历了三种历史类型：

群婚制（团体婚）、对偶婚制和个体婚制（一夫一妻制）。“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

相适应的，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

第一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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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法原理与实务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卷，第 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第 88页。

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①

1. 群婚制（团体婚）

群婚制，是一群男子与一女子互为夫妻的婚姻形式，是人类最早的婚姻家

庭形态。群婚制的发展经历了血缘群婚制和亚血缘群婚制两个阶段。血缘群婚

制是群婚制的低级阶段，亚血缘群婚制是群婚制的高级阶段。

（1）血缘群婚制。血缘群婚就是在一个血缘群体内按辈分划分为婚姻集

团，即同一辈分的男女之间可以通婚，他们的子女间也可互为夫妻。这一阶段

祖父母与孙子女、父母与子女等不同辈分的男女之间已不再通婚，即这一阶段

已排斥了直系血亲间的通婚。与杂乱的性交关系相比，是人类婚姻史上的一大

进步。但此时的婚姻并不排除旁系血亲间的通婚。

（2）亚血缘群婚制。亚血缘群婚仍然是同辈男女间的集团婚。通常是若干

数目的姐妹（同胞的或血缘较远的）与若干数目的兄弟共同结婚，即前者中不

得有后者的姐妹，后者中不得有前者的兄弟。他们都是对方共同的丈夫或共同

的妻子。所以他们之间互称为“亲密的伙伴”。最初只是排除同胞兄弟姐妹间的

通婚，后来又逐渐排除了血缘较远的兄弟姐妹间的通婚，因而是群婚形式的高

级阶段。与血缘群婚形式相比，是一个重大进步。

2. 对偶婚制

对偶婚制产生于原始社会晚期，是人类社会继群婚制之后出现的第二个

婚姻家庭形态。对偶婚是指成对配偶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相对稳定的结合。其

外在表现形式为一个男子与几个女子或一个女子与几个男子分别对偶同居。

在原始社会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偶婚和群婚是同时存在的。不过与群婚

制相比，配偶的范围在缩小，关系相对稳定。但与一夫一妻制相比，这种结合仍

不牢固，并且较容易解除。

对偶婚仍以女性为中心，她们所生子女，成为母方氏族的成员。但毕竟这

种婚姻其结合具有相对稳定性，因此对偶婚有可能结束过去只知其母不知其

父的状况，并为判明子女的生父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从而为后来的父系氏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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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产生和一夫一妻制的出现做好了血缘方面的准备。

3. 个体婚制

个体婚，也即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是指一个人只能有一个配偶，即一

男一女结为夫妻的婚姻制度。它是在原始社会崩溃、阶级社会形成过程中确立

的，是在对偶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要比对偶婚所形成的夫妻关系牢固得

多。个体婚制的形成是阶级社会的开始，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起源于私有制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家庭制度经历

了数千年的演变过程。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主要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四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段一夫一妻的内容

和特征都反映了各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要求。

【课后练习】

一、填空题

1. 群婚制可分为（ ）和（ ）两种。

2. 群婚制的高级形式是（ ），排除了直系血亲间通婚

的最早的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类型是（ ）。

二、名词解释

1. 婚姻

2. 家庭

3. 婚姻家庭制度

4. 群婚制

5. 对偶婚制

6. 一夫一妻制

三、选择题

1. 群婚制的低级形态是（ ）。

A. 血缘群婚制

B. 亚血缘群婚制

C. 普那路亚婚制

D. 对偶婚制

第一单元
婚姻家庭制度与婚姻家庭法 005



婚姻家庭法原理与实务

2. 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婚姻家庭制度是（ ）。

A. 群婚制 B. 普那路亚婚制

C. 一夫一妻制 D. 对偶婚制

3. 阶级社会形成以来的婚姻家庭制度是（ ）。

A. 群婚制 B. 一夫一妻制

C. 普那路亚婚制 D. 对偶婚制

4. 在对偶婚制时期的婚姻以（ ）。

A. 男子为中心 B. 女子为中心

C. 子女为中心 D. 老人为中心

5. 婚姻家庭制度就其性质而言属于（ ）的范畴。

A. 经济基础 B. 上层建筑

C. 物质生活 D. 精神生活

四、简答题

1. 简述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类型。

2. 简述家庭的特征。

项目二 亲属制度

【学习目标】

1. 亲属概念、特征和分类。

2. 亲系的划分和亲属之间血缘关系的计算方法。

【主要内容】

亲属关系是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婚姻家庭法调整的主要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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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亲属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一）亲属的概念

亲属是指基于婚姻、血缘、法律拟制所产生的，彼此具有法律上的权利义

务内容的特定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亲属具有以下特征：

1. 亲属之间存在特定的身份和固定的称谓。称谓是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

的名称，也即是一个人身份的标志。亲属关系一旦产生，主体之间的身份和称

谓便被长期稳定地固定下来。

2. 法律确定的亲属之间存在特定的权利与义务。亲属之间的权利与义务

是由法律设定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亲属之间都存在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

3. 亲属关系兼具身份和财产的双重属性。亲属之间扶养和继承等权利义

务的产生，是以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的身份关系为前提的。亲属之间的关系不仅

是一种身份关系，它同时兼具一定的财产属性。

（二）亲属的分类

中国古代按照以男性为本位的标准将亲属分为宗亲、外亲和妻亲。这一分

类方法旨在突出私有制社会男尊女卑的特点。

现代各国大都根据亲属产生的原因，将亲属分为配偶、血亲和姻亲三种，

我国也采用此种分类方法。将亲属分为配偶、血亲和姻亲很好地体现了现代婚

姻家庭制度关于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

1. 配偶。配偶即夫妻，是男女双方因结婚而产生的亲属关系。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夫妻互为配偶。配偶在亲属关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它是血亲和姻亲

产生的基础，在亲属关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2. 血亲。血亲是指彼此之间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血亲又有自然血亲和拟制

血亲之分。

（1）自然血亲，是指因出生而自然形成的、源于同一祖先的有血缘联系的

亲属，是以出生的事实作为发生的原因。如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与孙

子女，叔伯，姑与侄子女，舅、姨与外甥、外甥女，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这

些亲属不分父系、母系，无论是婚生或非婚生，也无论是全血缘（同父同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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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半血缘（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都属于自然血亲的范围。

（2）拟制血亲，是指基于某种法律行为或法律事实，本来没有自然血缘关

系，而由法律确认其主体之间具有与自然血亲同等的权利义务的亲属。如养父

母与养子女之间，继父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关系为拟制血亲关

系，他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婚姻法对自然血亲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

3. 姻亲。姻亲是指以婚姻关系为中介而产生的除配偶以外的亲属。男女结

婚以后，配偶一方与另一方的亲属之间产生姻亲关系。如儿媳与公婆、女婿与

岳父母、丈夫与妻子的兄弟姐妹、妻子与丈夫的兄弟姐妹之间等均为姻亲。姻

亲分为三种：

（1）血亲的配偶，指自己直系、旁系血亲的配偶。如儿媳、女婿及无扶养关

系的继父母是自己直系血亲的配偶；兄弟的妻子、姐妹的丈夫、姑父、舅母、姨

父、伯母等是自己旁系血亲的配偶。

（2）配偶的血亲，指自己配偶的血亲。包括配偶的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如

公婆、岳父母、妻子和丈夫的兄弟姐妹等。

（3）配偶的血亲的配偶，指自己配偶的血亲的配偶。如丈夫的兄弟的妻子

（妯娌），妻子的姐妹的丈夫（连襟）等。

我国婚姻法没有规定姻亲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亲系的划分

亲属是通过婚姻或血缘将彼此联系起来的，称为亲系。现代世界各国的立

法研究亲属之间的联系是在遵循男女平等原则的前提下，通常把亲属划分为

直系亲和旁系亲。以行辈为标准将亲属划分为长辈亲、平辈亲、晚辈亲，也是用

以表示亲属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重要方式。

（一）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

1. 直系亲。直系亲又分为直系血亲和直系姻亲。

直系血亲，是指彼此之间具有直接血缘联系的亲属，即生育自己或自己所

生育的上下各代血亲。如：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曾祖父母和外曾祖

父母、高祖父母和外高祖父母；子女、孙子女和外孙子女、曾孙子女和外曾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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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玄孙子女和外玄孙子女等，均为自己的直系血亲。同理，养父母与养子女、

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也为拟制的直系血亲。

直系姻亲，是指己身的晚辈直系血亲的配偶或己身配偶的长辈直系血亲。

如自己的儿媳、公婆等，均为自己的直系姻亲。

2. 旁系亲。旁系亲又分为旁系血亲和旁系姻亲。

旁系血亲，是指彼此之间具有间接血缘关系的亲属，即除直系血亲以外

的，最终彼此能溯及同源的亲属。旁系血亲的范围很广，包括辈分不同和辈分

相同的旁系血亲。如自己的同胞兄弟姐妹，堂、表兄弟姐妹，叔伯姑舅姨，侄子

女、外甥等。

旁系姻亲，是指自己旁系血亲的配偶或自己配偶的旁系血亲，以及自己配

偶的旁系血亲的配偶三类。这类亲属的范围大、数量多，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他

们是亲属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法律并未规定他们彼此之间的权利

与义务。

（二）长辈亲、晚辈亲、平辈亲

1. 长辈亲，指辈分高于自己的亲属，如自己的外祖父母、自己的伯叔等。

2. 晚辈亲，指辈分低于自己的亲属，如子女、侄子女、外甥女等。

3. 平辈亲，指与自己辈分相同的亲属，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

我国《继承法》规定在一定条件下，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可以

代位继承。因此，了解按辈分划分亲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亲属之间血缘关系亲疏的确定

（一）国外亲等计算

在国外，根据世界各国亲属法的规定，亲属关系亲疏远近用亲等来表示。

亲等是用以表示亲属之间血缘关系远近亲疏的单位。亲等的计算通常有两种

方法，即罗马法和寺院法。

1. 罗马法的亲等计算法

（1）直系血亲的亲等计算法。比自己长一辈或晚一辈为一亲等，依次类推。

如自己与父母为一亲等；与祖父母为二亲等；自己与子女为一亲等；与孙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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