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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7_BB_E6_B3_95_E9_c36_47589.htm 第十四条 夫妻双方都有

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 [法条诠解] 本条是关于夫妻姓名权的

规定。 本条与1980年《婚姻法》第十条完全一致。 1.姓名权

。 姓名是体现每个公民个人的亲属团体从属和本身个性的一

种符号，其由姓氏和名字两部分组成。姓氏表明公民的家族

血缘团体；名字则是公民本身的特定符号和标记，二者的组

合，构成姓名的完整内容。可见，姓名表示着个人与群体之

间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和丰富的内涵。在法律

上，姓名使某公民与其他公民区别开来，从而便于参加各种

社会活动，行使法律赋予的各种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 根

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公民的姓名权，是指公

民决定、使用和依照法律规定改变自己姓名的权利。具体而

言，姓名权包括以下内容： （1）姓名决定权。又称命名权

，即公民决定自己姓名的权利。公民行使此权利通常表现为

以下两种情况：其一，未成年时，主要由父母等代理行使。

实际生活中，公民的名字一般都是出生时由父母等确定的，

这并不意味着公民无命名权，恰恰是行使命名权的一种表现

，是父母代理未成年子女行使命名权。从另一个角度看，也

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亲权的内容。其二，成年后，公民可亲

自行使命名权。他既可对父母确定的姓名认可，也可依法变

更自己的姓名，还可根据自己的意愿给自己确定本名以外的

别名、笔名、艺名等。 （2）姓名使用权。即公民对自己姓

名的专有使用权。使用自己的姓名，是公民姓名权的重要内



容。在民事活动中，任何公民可以依法使用自己的姓名，也

可使用别名、笔名、艺名、化名等，其他任何人不得干涉公

民使用或不使用某一姓名。姓名使用权也是公民的一种专有

权利，某公民使用某姓名，原则上排斥其他公民使用该姓名

，但重名不在其内。 （3）姓名变更权。即公民依照法律规

定改变自己姓名的权利。但公民变更姓名，必须依法定程序

进行。 2.夫妻的姓名权不受结婚的影响。 夫妻双方都有各用

自己姓名的权利是姓名权在我国夫妻关系中的具体体现，也

是我国法律确认的夫妻人身关系的重要内容。其含义如下： 

（1）夫妻双方对姓名权的享有并不受婚姻关系的影响，结婚

后，双方仍保持各自姓名的独立性，不因婚姻生活的具体环

境、双方的职业、收入和彼此间的扶养关系而发生变化。 

（2）夫或妻各用自己姓名意味着双方平等享有姓名权，并非

仅夫或妻一方享有此权利。 （3）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

妻中的任何一方都有权使用或 依法改变自己的姓名，他方不

得干涉，也不得盗用、假冒。 该条规定既体现了男女平等原

则和充分保护公民姓名权的精 神，也体现了“夫妻在家庭中

地位平等”这一夫妻关系的基本原 则。姓氏问题并非孤立存

在，而往往与身份乃至财产关系紧密相 连，也往往受男女社

会地位的制约。不同社会制度下，男女社会 地位不同，往往

决定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不同的家庭地位，也就 必然会影响

夫妻双方姓氏的变更问题。古代社会的父系家长制下，“妻

从夫姓”是中外各国的通例。姓氏的变更，表现为在妻的本

姓前“冠以夫姓”，它标志着已婚妇女归属于夫的亲族，且

被置于夫权之下。同时，为了维护父系血缘关系，子女亦随

父姓也作为准则。只有在男子“入赘”的情况下，丈夫才从



妻之姓，子女亦随之，这主要是无子之家为传宗接代而采取

的变通办法，数量很少。在当代西方国家的法律中，对夫妻

姓氏问题持不同态度，有的坚持夫妻同姓的原则，有的虽逐

渐修改为夫妻姓氏独立，但仍相当缓慢，难以取得根本性的

进展。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法律确立了男女两性平等

的社会地位，夫妻平等的家庭地位，为夫妻平等的姓名权奠

定了基础。早在1950年《婚姻法》中，我国就废除了姓名问

题上歧视妇女的规定，代之以夫妻姓名权上完全平等的规定

；1980年《婚姻法》又重申了这一规定；新《婚姻法》又继

续沿用。法律保障夫妻双方独立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对破

除旧婚姻习俗的影响，促进夫妻家庭地位平等和建立和睦幸

福的家庭，具有积极意义。 夫妻享有平等的姓名权还表现在

子女的姓氏的确定上。本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子女可以随

父姓，也可以随母姓”。在子女的姓氏问题上否定了子女只

能随父姓的旧传统，同样也体现了男女平等的精神。 [适用须

知] 1.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主要是针对夫妻姓氏

而言的。夫妻双方在结婚以后各用自己的姓氏，既不要求妻

冠夫姓，也不要求夫冠妻姓。 2.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

的权利的重点在于彻底推翻传统的妻从夫姓原则，赋予已婚

妇女以独立的姓名权，从而维护妇女的独立人格。 3.夫妻双

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并不排除夫妻双方在平等、自愿

的基础上就姓名问题另行约定。只要双方协商同意，无论是

妻从夫姓、夫从妻姓还是共同选用第三姓，均为法律所允许

。 4.男女双方约定男方成为女方家庭成员的，仍有使用自己

姓氏的权利。要求到女家落户的男方改姓的习惯在形式上是

贬低男方人格，在实际上是封建宗法观念的另一种表现。 [相



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九条 公民享有

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

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第一百二十条 公民的姓名权、肖像

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

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二十二条 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

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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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一条 盗用、假冒他人姓

名、名称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犯姓名权、名称权的行

为。 [名词解释] 1.公民的人格权，是指法律赋予公民所享有

的维护自己生存和尊严的权利，包括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姓

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自由权等。人格权是公民人身权利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公民终身享有并受法律保护的权利

。它只能由权利人自2享有和行使，不得相互转让。 2.入赘，

又称赘婿，是指男方入女家为婿。它是我国古代礼制下的特

殊婚姻形式。在以男子为中心的中国封建宗法制度下，历来

实行男婚女嫁，即男娶女，女嫁男，女到男家。在极少数的

情况下，男子才入赘女家。入赘女家的男子称为赘夫，在家

庭和社会中备受歧视，往往无独立的人格，如赘夫要在其姓

前冠以妻姓。新中国的法律废除了入赘婚。根据男女平等的

原则，（婚姻法）在第九条规定，根据双方约定，男女双方

可以互为家庭成员。“男到女家落户”的仍然有独立的姓名

权，拥有独立的人格。 第十五条 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

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

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