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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的导向与落实
麻昌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二）》 （以下简称 《解释》 （二 ）） 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

判委员会第 1933 次会议通过， 自 202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这是继婚姻法解释

一之后的又一个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

司法解释， 对正确实施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解释》 （二） 一共 23 个条文， 具

体解释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婚姻无

效、 债权人对离婚协议的撤销、 同居财

产的分割、 离婚财产的分割、 赠与财产

的处理、 共同财产的处理、 对子女的监

护、 抚养、 离婚时的劳务补偿、 经济帮

助等问题， 很好地体现了自愿、 诚信、

弱者保护等价值导向。

新司法解释体现的价值导向

从 《解释》（二） 具体的规范内容

上可以看出， 在婚姻家庭领域中， 要倡

导自愿、 自治、 安全、 诚信、 弱者保护

的价值观。

1.自愿

婚姻家庭编贯彻了自愿的价值导

向， 规定了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的原

则。 民法典第 1046 条规定， “结婚应

当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第 1076 条规

定， “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 应当签订

书面离婚协议， 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

申请离婚登记”。 这一原则在 《解释》

（二） 中得到了体现。 《解释》 （二） 第

20 条规定， 离婚协议中的财产赠与子

女， 在权利移转之前不得反悔； 如果一

方不履行的， 子女可依为第三人设定权

利的规定要求履行； 如果存在欺诈、 胁

迫的， 可以撤销； 撤销后再按夫妻共同

财产来分割。 其中第四款规定的离婚协

议约定将共同财产赠与子女的， 有证据

证明签订协议时存在欺诈、 胁迫等情形

的， 可以请求撤销该协议。 其中的欺

诈、 胁迫就是不自愿， 违反了自愿原

则。

2.自治

自治指的是意思自治， 即自己决定

自己的意思， 不需要征求他人的意见。

民法典规定的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实际

上也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现。 意思自

治在财产处理上的表现更加明显。 《解

释》 （二） 第 11 条规定夫妻一方放弃继

承不构成对共同财产的侵害而可无效，

维护了身份权行使的自主性。 第 16 条

规定离婚协议关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

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另

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 也体现了意

思自治的精神。

3.安全

安全指的是交易安全。 夫妻在处分

共同财产时， 应保护交易安全。 《解

释》 （二） 第 9 条规定的夫妻一方处分

登记在自己名下的股权行为是合法有效

的。 这条规定实际上体现了民法典第

172 条关于表见代理、 第 1060 条关于

家事代理规定的精神。 首先， 登记在夫

妻一方名下的股权表面上看就是该登记

者股权， 交易相对人无必要征求登记股

权人的配偶同意。 其次， 即使交易相对

人明知登记股权人有配偶， 也会想到其

能够处分股权肯定是得到其配偶的同

意。

4.诚信

诚信即诚实信用， 民法典第 7 条规

定，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遵循

诚信原则， 秉持诚实， 恪守承诺。 诚信

原则是民法典规定的一个基本原则， 婚

姻家庭编自然也要遵循。 《解释》 （二）

第 20 条规定的离婚协议中将财产赠与

子女的不得反悔的规定， 就是诚信原则

的体现。

5.弱者保护

保护弱者是婚姻家庭编规定的一个

基本原则， 民法典第 1041 条第三款规

定， “保护妇女、 未成年人、 老年人、

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一般情况下， 妇

女、 未成年人、 老年人、 残疾人在社会

中处于弱势地位， 他们在劳动能力、 就

业、 自我保护等方面均处于劣势， 需要

社会的特殊保护。 《解释》 （二） 第 21

条规定的劳务补偿请求权、 第 22 条规

定的经济帮助权均是对弱者进行保护的

一种体现。 特别是第 21 条规定的劳务

补偿请求权对妇女的保护更为明显。 在

中国的家庭中， 很多女性一旦结婚后可

能就不工作了， 而是在家里“相夫教

子”， 抚育子女、 照顾老人， 没有劳动

收入。 一旦离婚时， 如果实行的是分别

财产制则没有自己的收入来源， 而共同

财产制离婚后也没有收入， 生活将会陷

入困境。 法律规定其劳务补偿请求权，

就是承认家庭劳务也是有价值的， 可以

从经济上得到保护。

对司法实践的指引作用

《解释》 （二） 的 23 个条文涉及到

民法典中的许多制度， 在司法实践中要

牢固树立以下的观念， 才能正确地实施

民法典。

1.身份关系的不可逆转

《解释》 （二） 第 1 条、 第 2 条体

现了身份关系的不可逆转这一原理。 第

一条规定以重婚事实确认重婚婚姻无效

的， 不因重婚方离婚或重婚方的配偶死

亡而改变， 重婚的婚姻仍是无效的。 第

2 条规定登记离婚后不能以意思表示虚

假而要求确认离婚无效。 一方面体现了

身份关系的不可逆转， 另一方面也体现

了婚姻关系是严肃的， 不能动不动就登

记离婚。

2.财产权的平等性

《解释》 （二） 从第 3 条到第 11 条

规定的都是夫妻离婚时的财产处理， 只

是第 4 条规定了同居财产的确定， 与夫

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内容不同， 有点打乱

了夫妻共同财产处理的逻辑。

其中， 《解释》 （二） 第 3 条规定

了债权人对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分割如果

影响到其债权实现的， 债权人可以行使

撤销权。 债权人的撤销权本是民法典规

定保全债权的一种措施， 主要适用于财

产交易场合。 婚姻关系是身份关系和财

产关系的结合， 身份关系就应适用身份

法的规定， 财产关系就应适用财产法的

规定， 不能让财产关系混杂于身份关系

之中而不受财产法规范的约束。 现实

中， 很多夫妻通过协议离婚而将有效的

财产分割给没有债务的一方， 而将债务

分给债务人一方， 从而达到逃避债务的

目的， 损害债权人利益。 《解释》 （二）

的这一规定将有效遏制这种逃避债务损

害债权人利益的现象。

3.交易安全

《解释》 （二） 第 9 条规定的是共

同股权的处分不因夫妻一方的撤销申请

而撤销。 夫妻共有财产中的股权转让，

不能以未经另一方同意主张转让无效。

股权转让属于商事行为， 商事交易强调

的是外观主义才能实现效率目的， 这是

保护交易安全的必然措施。

4.儿童利益最大化

《解释》 （二） 从第 12 条到第 17

条规定的均是离婚时对子女的监护权和

抚养权的归属， 以最有利于子女的原则

来的确定。 但第 15 条又规定父母处理

子女房产的效力， 也破坏了子女监护、

抚养的规范逻辑。

其中第 13 条规定分居期间的子女

监护： 一方抢夺使另一方无法监护的，

法院可确定临时监护。 第 14 条规定离

婚时子女抚养权的归属， 以最有利于未

成年子女的原则确定。 第 15 条规定父

母处理以共同财产购买并登记在子女名

下的房产的法律效果， 体现了交易安全

的维护原则。 这三条均为对未成年人的

特殊保护。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规

定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民法典也将

这一原则体现在婚姻家庭编中。 《解

释》 （二） 第 14 条将其演化为“最有利

于未成年子女原则”。

5.保护妇女利益

《解释》 （二） 第 21 条规定了劳务

在离婚中的价值， 创新性地规定了劳务

补偿请求权。 劳务补偿请求权， 实际上

也是对离婚中的妇女进行的一种特殊保

护。

6.保护弱者原则

《解释》 （二） 第 22 条规定， 离婚

时一方存在年老、 残疾、 重病等生活困

难情形的， 可以申请另一方给予经济帮

助， 这就是经济帮助请求权。 这一规定

是对弘扬家庭美德的具体体现。

后续落实中需要细化的内容

1.债权人对离婚协议的撤销权

《解释》 （二） 第 3 条规定了债权

人对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影响到债

权实现的， 可以请求撤销。 但对影响的

程度、 维持生存的需要、 抚养子女的费

用等没有明确， 在落实过程中应进一步

细化， 否则会造成债权人撤销权在婚姻

家庭领域中的滥用。 换言之， 在今后出

台的司法解释中， 应进一步规定债权人

对离婚协议行使撤销权的条件， 以使民

法典第 538 条、 第 539 条的规定能在婚

姻家庭编中可以落到实处。

2.同居关系中的析产

《解释》 （二） 第 4 条规定了同居

关系的析产原则， 但没有涉及同居期间

的生活开支、 赠与、 共同投资等问题，

会引起同居关系解除后的纠纷， 成为引

发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应进一步细化，

将劳务对共同财产的贡献度以及对个人

财产形成的贡献度考虑进去， 比如个人

的知识产权收益等。

3.劳务补偿请求权

《解释》 （二） 第 21 条规定了家庭

劳务补偿请求权， 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

创新。 但对补偿的参照物、 补偿的标准

确定原则等问题没有规定， 会影响到这

一制度的具体实施， 应在后续实施的过

程中予以细化。 比如， 可以参照当地平

均的家政行业工资， 或某一家政行业的

最高工资等， 使得劳务补偿请求权成为

一项固定的权利， 而非只是流于形式。

4.经济帮助权

《解释》 （二） 第 22 条规定了对一

方存在年老、 残疾、 重病等生活困难情

形的， 有负担能力的应当给予适当帮

助。 但是在具体落实中仍存在一些问

题， 例如一方年老， 另一方一般也已年

老， 怎么进行帮助？ 对残疾方应帮助到

什么时候？ 对重病的一方又要帮助到什

么程度？ 这些问题都应该细化。

首先， 要明确经济帮助的前提是生

活困难的一方没有其他的扶养人， 否则

就变相地免除了扶养人的法定扶养义

务。 其次， 对经济帮助的时间要有一个

基本的界线， 避免经济帮助请求权变成

一个固定的权利制度， 而不是一个可供

选择的权利。 比如制定三年的帮助期

限， 否则将会给提供帮助的一方带来无

法终结的义务， 增加他们的负担。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导，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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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二） 第 3 条规定了债权人对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影响到债

权实现的， 可以请求撤销。 但对影响的程度、 维持生存的需要、 抚养子女

的费用等没有明确， 在落实过程中应进一步细化， 否则会造成债权人撤销

权在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滥用。

□ 《解释》（二） 第 21 条规定了家庭劳务补偿请求权， 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

创新。 但对补偿的参照物、 补偿的标准确定原则等问题没有规定， 会影响

到这一制度的具体实施， 应在后续实施的过程中予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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