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法典法条点读

【民法典第 1053条】

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 ,应

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

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

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

请求撤销婚姻的 ,应当自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

日起一年内提出。

□记者 徐慧

6 ? 20 日， 由广州大学法学院主办的“新

文科建设与法学学科评估体系的新发展” 研讨会

以线上会议的方式召开。 研讨会围绕着“立德树

人与课程思政” “法学学科与社会服务” “法学

研究中的中国问题” “法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中的

国际化视野” 四个主题展开了为期一天的讨论。

广州大学法学院院长张泽涛主持会议开幕式， 广

州大学校长魏明海致辞。

与会专家经过一天的研讨， 对新文科建设背

景下的法学学科建设包括法学教育、 服务社会与

法学研究等方面的新需求形成了重要共识， 强调

学科建设要立足于推进以中国话语体系主导， 注

重中国问题的研究； 要把纯法学学科转向法学与

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交叉学科， 重视人

工智能、 大数据等新知识与方法的运用； 要在新

的时代背景下加强人才培养中的国际化视野。

据悉，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大学、 清华

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 中共中央党校、 中央民族大学、 天津大学、

南开大学、 浙江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 南京大

学、 东南大学、 山东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中国

海洋大学、 复旦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华东政法

大学、 吉林大学、 辽宁大学、 四川大学、 西北政

法大学、 广西大学、 厦门大学、 武汉大学、 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湖南大学、 湘潭

大学、 中山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暨南大学、 广

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财经大学、 广州大学等高

校的 40 余位法学校长、 院长参与了此次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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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徐慧

环境法学是伴随着现代环境问题的出

现而产生、 发展起来的新兴部门法学， 对

于我国构筑和谐社会、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

略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具有重要的、 很强

的应用价值。 环境法学以环境保护法为自

己的研究对象， 是在法学和环境科学相互

渗透的基础上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 上海

财经大学法学院的环境法学科正是在此背

景下应运而生， 并顺应时代飞速发展。

【学科发展】

新兴学科 发展迅猛

环境法学关注的主要是生态环境污染、

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和生态系统破坏等社会

问题， 因此具有非常强烈的问题意识。

我国环境法学学科的出现始于 20 世纪

80年代，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自 2007年开

始环境法研究， 并在经济法硕士点下开始

培养环境法硕士生； 在法律金融学与法律

经济学博士点下培养环境法金融学和环境

法经济学博士。 2012 年环境法学科硕士点

开始招生， 2016 年博士点开始招生， 学科

发展势头迅猛。

目前， 环境法学科是上海财经大学法

学院优势学科之一， 下设环境保护法、 自

然资源法、 国际环境法与比较环境法、 投

资、 贸易与环境法、 环境法与金融学、 循

环经济法与低碳经济法等多个研究方向。

被列为中国法学会环境法学科方阵的五个

单位之一。

学科团队现有 9 人， 其中教授 6 人、

讲师 3 人； 都拥有博士学位； 其中王树义、

郑少华、 胡苑分别担任中国法学会环境资

源法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

境法分会副会长； 王树义、 郑少华分别担

任中华环保联合会法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

员、 委员； 担任最高法院环境审判咨询专

家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环境审判咨询

专家等。 团队中， 获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选 1 人、 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 1 人、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1 人、

中达环境法学者与中达环境法青年学者各

1 人、 校讲席教授 1 人、 校讲席副教授 2

人。

【成果丰硕】

问题导向 成果斐然

长期以来，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的环

境法学科队伍以国家与地方重大战略需求

为导向， 致力于环境法的教学与科研， 近

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学科点在环境法学科的研究成果斐然，

居于国内领先水平， 并与环境保护实务部

门、 法院、 律所以及 NGOs 等实务界建立

了深入和持续的联系。 本学科教师承担的

科研项目包括 2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 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3 项国家社科

基金一般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以及教育部、 生态环境部、 司法部、 上海

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 中国法学会等

20 余项省部级项目。 相关的科研成果发表

在 《法学研究》 等国内一流专业法学刊物

以及国外社会科学一流刊物上， 具有良好

的反响。 目前开设的课程包括环境与资源

保护法、 环境法专题、 自然资源法、 全球

治理与环境法等。 参与 《环境保护法》

（修订） 《循环经济促进法》 《土壤污染防

治法》 等国家环境立法与 《上海市节能条

例》 （修订） 等地方立法的起草与咨询工

作， 参与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在内的各级法

院环境司法文件与疑难案件讨论， 为国家

与地方环境立法与环境司法贡献力量。

【人才培养】

功底扎实 回报社会

据介绍， 作为财经大学的优势学科，

环境法学科旨在培养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需要， 具有现代法律理论、 环境

法专业知识、 经济及金融等方面实务； 能

够运用各种法律工具， 创造性地解决环境

法疑难问题， 具有国际化视野， 能够从事

司法审判、 律师实务以及政府与企业法律

顾问的“应用性、 复合型、 外向性” 法律

专业人才。

环境法博士生具有理论功底扎实、 扎

根社会的品质。 2019 年， 胡苑、 叶榲平两

位教授带领学生团队依托郑少华教授主持

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改革生态环

境监管体制重大法律问题研究， 共同指导

的“‘共保联治， 法治护航’ ———长三角示

范区固体废物处置区域协同治理机制” 社

会实践项目荣获“知行杯” 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大学生社会实践项目

专项赛示范项目； 2019年 12月， 上海财经

大学法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共保联

治， 法治护航” 环境保护区域协同治理调

研宣讲团入选 2019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

者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

项目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项目事

迹也于 8月 18日被 《学习强国》 转载。

重点学科推介

疾病婚可撤销解读

□许莉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本条为疾病婚得撤销的规定。 与《婚

姻法》相比，《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将“患有

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从禁止结

婚情形中删除，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

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从婚姻无效

情形中删除。 同时增设了疾病婚得撤销条

款，即第 1053条。

禁止患有特定疾病的人结婚， 是我国

婚姻立法的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部

《婚姻法》 对此都有明文规定。 1950 年

《婚姻法》 规定， “有生理缺陷不能发生

性行为者” “患花柳病或精神失常未经治

愈， 患麻风或其他在医学上认为不应结婚

之疾病者”， 属于禁止结婚情形。 1980 年

《婚姻法》 规定， “患麻风病未治愈或患

其他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者”，

属于禁止结婚情形。 2001 年 《婚姻法》

修正案中删除了“患麻风病未治愈” 这一

例示性规定， 保留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

应当结婚的疾病” 这一结婚禁止性条件。

禁止患有特定疾病的人结婚， 主要基于遗

传和传染两方面的考量， 不仅是为了保护

婚姻当事人的利益， 更是侧重于社会公共

利益的保护———即种族健康之保障。 故立

法将违反禁止结婚疾病条款的婚姻纳入无

效婚姻范畴予以规制， 体现了国家公权力

对婚姻行为的干涉。

但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及社会观念的

变化， 尤其是在结婚行为与生育行为已经

有所分离的情况下， 禁止患有特定疾病的

人结婚， 并不能达到防止疾病传染或代际

遗传的作用， 疾病婚有碍社会公共利益的

观点受到质疑和否定。 正因如此， 当今各

国亲属立法已经很少将疾病婚姻作为无效

婚姻对待， 而是基于保护婚姻当事人个体

利益 （私益） 的考量， 增设当事人的婚前

疾病告知义务， 进而将违反疾病告知义务

的情形纳入可撤销婚姻的法定事由。 《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 将疾病婚的效力从无效

改为可撤销， 正是体现了上述理念， 符合

婚姻立法的演变趋势。

理解民法典第 1053 条关于疾病婚之

规定， 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 重大疾病不再是禁止结婚的法

定事由， 即疾病不构成婚姻障碍。 但需指

明的是， 如果当事人因疾病导致无婚姻意

思能力， 仍不能实施结婚行为， 因为不符

合“结婚需男女双方自愿” 这一要件。

其次， 患有重大疾病的一方， 在办理

婚姻登记之前有告知对方的义务。 告知义

务的产生应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当事人患

有重大疾病； 二是当事人知道自己患病。

如当事人虽患有疾病， 但本人并不知晓，

自然也无从告知。 告知义务的履行应在办

理结婚登记之前。

再次， 一方未履行告知义务的， 另一

方有撤销婚姻的权利。 在得知对方婚前隐

瞒疾病之事实后， 相对人可以选择继续维

持婚姻， 也有权撤销婚姻。 相对人撤销婚

姻应向人民法院提起， 且应在知道或应当

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起。 这一年

为除斥期间。 期间届满， 撤销权消灭。

最后， 经法院判决撤销的婚姻自始无

效。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规定， 撤销婚

姻的效力与无效婚姻相同， 即当事人之间

自始不产生夫妻身份。 婚姻被撤销的当事

人在身份信息上应登记为未婚。 此外， 申

请撤销婚姻的一方还可依法要求违反疾病

告知义务的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适用难点： 如何认定重大疾病？

此前 《婚姻法》 中“医学上认为不应

当结婚的疾病”的认定，同样没有明确的标

准。 司法实务中多依据 1986 年卫生部颁

发的 《异常情况分类指导标准 （试行）》

和 1994 年颁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婴

保健法》， 一般认为包括以下三类： 1.严

重遗传性疾病； 2.指定传染病； 3.有关精

神病。 由法官根据个案情况， 结合相关医

学报告进行认定。 “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

婚的疾病”， 应该可以成为撤销婚姻中

“重大疾病” 的参照。 但相比“医学上认

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而言， 作为撤销事

由的“重大疾病” 范围似应大于“禁止

（暂缓） 结婚疾病”。 此外， 2007 年中国

保险行业协会与中国医师协会曾共同发布

过 《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

其中对“重大疾病” 的范围作出了规定。

这是一部行业规范， 针对的是保险合同纠

纷中“重大疾病” 的认定， 显然不能直接

作为第 1053 条中“重大疾病” 的认定标

准， 但能否作为一定的参考， 有待相关立

法或司法机关的解释。

□记者 徐慧

日前， 经数轮专家评审、 实地考察、 资格审

查等环节， 报市领导同意， 市委宣传部正式发

文， 设立 15家首批上海市重点智库和 10 家上海

市重点培育智库。 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成功入

选首批上海市重点培育智库。

据中央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

意见》 和市委 《关于加强上海新型智库建设的实

施意见》， 2019 年 9 月， 市委宣传部正式启动上

海市重点智库遴选申报工作， 面向全市遴选一批

国家和上海亟需、 特色鲜明、 制度创新、 引领发

展的专业化智库， 作为上海市重点智库或重点培

育智库加以扶持。

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 2016 年 8 月宣布成

立， 9 月正式运行。 该中心是以优势学科为支

撑、 整合华政全校资源、 汇集校内外精英， 以服

务于国家， 特别是上海及长三角地区法治战略实

施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体性高端智库。

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

入选首批上海市

重点培育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