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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7_BB_E6_B3_95_E9_c36_47572.htm 第二条 实行婚姻自由、

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 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

合法权益。 实行计划生育。 [法条诠解] 本条是有关我国婚姻

家庭法的基本原则的规定。这些原则全面地反映了《婚姻法

》的立法精神和指导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

本质特征在法律上的集中体现。 本条对这些基本原则是分为

三款加以规定的，在内容上确有层次之别。第一款中所说的

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和男女平等，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

的基石。第二款中所说的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是男女平等原则

的必然要求和必要补充；至于保护儿童和老人的权益，其必

要性是不言自明的。第三款所说的实行计划生育，则是根据

我国的国情而确定的。总的说来， 《婚姻法》规定的原则共

有五项，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

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和计划生育。由于《婚姻法》起着婚姻

家庭基本法的作用，该法规定的原则也就是我国婚姻家庭法

的基本原则。现将上述各项原则分别诠解于下： 1.婚姻自由

原则 婚姻自由，是指公民（自然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

内，自主自愿地决定本人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的强制或

干涉。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对婚姻自由一词的诠解是从法律

的角度加以表述的。依法行使婚姻自由的权利， 自主自愿地

决定本人的婚姻问题，是婚姻自由的法律标准。至于这种自

主自愿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追求什么样的目的，则是不可能

在上述诠解中找到答案的。法律只是人们的行为规范，这些



问题的答案只能求诸道德领域。因此，在贯彻执行婚姻自由

原则的同时，一定要大力提倡特合社会主义道德的婚姻自由

观，一定要坚持法律标准和道德标准的统一。 婚姻自由的内

容，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相互

联系、缺一不可的。保障结婚自由是为了使未婚或丧偶、离

婚的男女，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建立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

关系。保障离婚自由，是为了使那些感情确已破裂，婚姻在

确实上已经“死亡”的夫妻，能够依法解除婚姻关系，并使

当事人有可能重新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对于全面实行婚姻

自由来说，仅仅有结婚自由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离婚自由作

为补充。列守曾说，实际上离婚自由并不会使家庭关系“瓦

解”，而相反地会使这种关系在文明社会中惟一可能的坚固

的民主基础上巩固起来。从微观上来看，离婚确实导致某些

婚姻家庭解体。从宏观上来看，它却使全社会的婚姻家庭关

系得到了改善和巩固。当然，这是以依法保障离婚自由，反

对轻率的、不必要的离婚为前提的。就行使婚姻自由的权利

而言，应当指出行使结婚自由的权利和行使离婚自由的权利

是有区别的。结婚是一种极为普遍的行为，对于是否结婚、

与谁结婚的问题，当事人享有最广泛的自由，完全可以自行

决定。离婚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发生的，它只是解决夫妻

冲突的最后手段。行使离婚自由的权利不能仅凭当事人一方

的主观愿望；其对另一方、对子女、对家庭和社会应当具有

高度的责任感。双方自愿离婚的，一定要对子女和财产等问

题作出妥善的安排。一方要求离婚，另一方不同意的，调解

不成时由法院依法判决。 应当指出，婚姻自由的实现程度总

是同一定的社会条件相联系的。从1980年《婚姻法》的公布



到这次《婚姻法修正案》的问世，20年间在贯彻婚姻自由方

面的进展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也要看到，由于种种原因，现

实生活中还有不少妨碍婚姻自由实现的消极因素。只有通过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才能为婚姻自由的进一

步实现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一夫一妻原则。 一夫一妻原

则是一男一女结合为配偶的婚姻形式。社会主义制度下以爱

情为基础的自由婚姻，必然以一夫一妻为原则。任何一夫多

妻或一妻多夫的结合，都是同爱情的专一性和排他性不相容

的。一夫一妻制的起源很早，在私有制社会中，剥削阶级国

家的法律一般也是以一夫一妻制相标榜的。但是，当时的一

夫一妻制是片面的，名不符实的，是专对妇女而言的。妻子

只能有一个丈夫，剥削阶级中的男性却可以凭借权势和财富

实行公开的或隐蔽的多妻制。我国历代封建法律均禁止有妻

更娶，而纳妾却为礼、律所不禁。废除旧社会中以纳妾为主

要形式的多妻制，实行真正的一夫一妻制，是我国婚姻家庭

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按照我国《婚姻法》中规定的一

夫一妻原则，任何人都不得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配偶，

禁止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有配偶者在婚姻终止即配偶死亡

或离婚以前，不得再行结婚。法律的规定同等适用于男女双

方；但就其实际针对性而言，主要是指向公开的或隐蔽的多

妻制的。 《婚姻法》和其他法律中的有关规定，为贯彻执行

一夫一妻原则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违反一夫一妻制的结

婚不予登记，重婚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并须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纳妾制度在我国早已废除，纳妾应当按重婚论处。

此外，反对和抵制姘居、通奸等婚外性关系，取缔卖淫嫖娼

活动，也是维护和巩固一夫一妻制的必然要求。针对现实生



活中出现的某些违反一夫一妻制的行为， 《婚姻法修正案》

中制定了相应的对策，对此，后文将结合相关条款另作说明

。 3.男女平等原则。 作为一般的法律概念，男女平等泛指男

女两性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都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享

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酌义务。男女平等是我国《宪法》

的重要原则，也是许多相关法律的共同原则。 作为（婚姻法

）的基本原则之一，男女平等专指婚姻家庭主钵的法律地位

、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承担均不受性别不同的影响。这一原

则彻底否定了婚姻家庭领域中男尊女卑、夫权统治等旧制度

、旧传统，禁止对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歧视。我国《婚姻法》

中的各项具体制度，都是以男女平等为其立法宗旨的。例如

，男女双方在结婚和离婚问题上的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夫

妻在人身关系、财产关系上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家庭成员

之间依法享有的权利和依法承担的义务，均不因性别、父系

亲和母系亲、男系亲和女系亲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我们应当

正确认识男女两性的婚姻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一致性。从

历史上来看，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制度是男女不平等、妇女受

压迫的社会根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妇女解放开辟了

广阔的道路。男女平等的婚姻家庭制度是根植于男女平等的

社会制度之中的。实行男女平等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然要求

，这种平等不仅为法律所保障，还受着来自社会条件的各种

保障。应当说，在我国现阶段，男女两性法律地位的平等已

经基本实现。但是，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和某

些传统观念的影响，男女两性法律地位的平等和实际生活的

完全平等之间，还有相当的差距，婚姻家庭生活也不例外。

与实现男女两性法律地位的平等相比较，实现男女两性在实



际生活中的完全平等是更为艰巨的事业。在新的世纪，我们

应当继续为此努力。 4.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原则

。 在婚姻家庭领域里，坚持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是

完全一致的，两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我国妇女虽然

在各方面都获得了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但是，历史上长期存

在的男尊女卑的制度和思想造成的种种恶果，是不可能在短

时期内完全消除的。如果只讲男女平等，不强调对妇女权益

的保护，看起来似乎“公平合理”、“不偏不倚”，实际上

是不利于促进男女平等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妇女是不同

于男子的社会群体，具有自身的种种特点，肩负着社会生产

和人类自身生产的两副重担，对其权益，在立法上应当有针

对性地采取某些特殊的保护措施。保护妇女权益是我国有关

法律的共同任务。修订后的《婚姻法》重申了这一原则，并

在有关条款中作了各种必要的规定，这在离婚、离婚后子女

的抚养教育、财产和生活等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以婚

姻为基础的家庭担负着赡老育幼的重要职能。正在成长韵儿

童，是未来的新世界的主宰。已届垂暮之年的老人，过去为

社会和家庭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敬老爱幼，是中国人民的传

统美德，应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扬光大。保护儿童和老人

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事业。我国《宪法》在第四十五条、第

四十六条、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中，列举了许多保护儿童和老

人权益的立法措施。以《宪法》为依据，从婚姻家庭制度方

面加强对儿童、老人效益的保护，是我国《婚姻法》的重要

任务。《婚姻法》中有关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管教保护

，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扶助，祖孙间的抚养、赡养，兄弟姐妹

间的扶养，以及离婚后子女的抚养教育等规定，都是以保护



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原则为指导的。 5.计划生育原则。 实行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我国《宪法》第二十五条

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相适应。”婚姻家庭制度同生育制度有着密切的内在

联系，婚姻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社会形式。婚姻双方是共同

的生育主体，家庭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宏观上的社会

人口再生产，在微观上是通过婚姻家庭中的生育行为实现的

。因此，计划生育必须落实到每一对夫妻，每一个家庭。我

国《婚姻法》以实行计划生育为基本原则之一，正是为了从

婚姻家庭制度上保障计划生育的顺利推行，这对有计划地调

节人口再生产、建设幸福美满的文明家庭，促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实行计划生育是夫妻双方共同的权利和义务。计划生育的基

本要求是：少生、优生和适当的晚婚、晚育。国家提倡一对

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合理安排第二胎生育，禁止超过二胎的

多胎生育（对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生育政策适当放宽）。

其目的是为了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在计

划生育问题上，我国人民的家庭利益和社会利益从根本上说

是完全一致的。 [适用须知] 本条是有关《婚姻法》各项基本

原则的规定，内容比较广泛，虽然不像某些具体规定那样具

有可操作性，但是，这些原则对各种具体规定的解释和适用

，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一般说来，在贯彻执行这些原则

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婚姻法》中的各项

原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在解释和适用这些原则时

，决不能把一些原则和另一些原则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

以婚姻自由为例，行使婚姻自由的权利时，决不能违反一夫



一妻原则和男女平等原则的要求；任何人都没有重婚的“自

由”，歧视和压迫妇女的“自由”。 2.在解释和适用各种婚

姻家庭法规范时，应当将原则规定和具体规定结合起来。例

如，婚姻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婚姻自由的权利必须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婚姻确实是自由的，但决不意味

着人们可以在婚姻问题上为所欲为。有自由也要有约束。我

国《婚姻法》为结婚规定了必须具备的条件和必须履行的程

序，为离婚规定了法定的程序和处理原则，这些规定具体指

明了婚姻自由的范围，划清了婚姻问题上合法和违法的界限

。有关其他原则和规定的关系也是一样。 3.《婚姻法》中的

原则规定，对相关的具体规定有重要的补充功能。婚姻家庭

关系具有广泛的内容，法律上的规定不可能是包罗无遗的。

对于某些法律未作规定的问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按照有

关原则妥善处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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