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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平等。 [法条诠解] 本条是关于夫妻关系的原则性规定。 

本条与1980年《婚姻法》第九条完全一致。 1.夫妻关系的内

涵。 夫妻又称配偶，是指男女双方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

依法结合而成的伴侣。夫妻有以下含义： （1）夫妻是男女

两性的结合，而非同性的结合；（2）夫妻是男女两性的合法

结合，非法的两性结合不为夫妻；（3）夫妻须具有永久共同

生活的目的，不具有此目的同居的双方不为夫妻；（4）夫妻

是共同生活的伴侣，同时还承担着生育和抚育子女、赡养老

人等责任。可见，夫妻具有特定身份，并且与其他两性关系

有着本质的区别。 夫妻关系是由法律规定的夫妻双方之间的

权利义务关系。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又可称为配偶身份权。夫

妻关系可分为夫妻人身关系和夫妻财产关系两个方面。夫妻

人身关系表现为配偶双方在家庭中的身份、人格、地位等方

面的权利义务关系。本《婚姻法》在第十四条、第十五条、

第十六条分别规定了夫妻的姓名权、人身自由权以及计划生

育义务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另外，还在第四条规定“夫妻应

当相互忠实”，这是本法新增加的内容，1980年《婚姻法》

没有此规定。夫妻财产关系表现为配偶双方在财产、扶养、

遗产继承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本《婚姻法》在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分别对此作了规定。夫妻

的人身关系是夫妻关系的主要方面，财产关系从属于人身关

系，是人身关系所引起的相应的法律后果，二者共同构成了



夫妻关系的完整体系。 2.夫妻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平等。 夫

妻关系的权利义务内容是由法律规定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夫妻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不同，权利义务关系也不相同。

“夫妻一体主义”时期，法律上表现为确立并维护夫妻关系

中的夫本位，妻子处于夫权的支配之下，双方的权利义务绝

对不平等。“夫妻别体主义”时期，法律上确认夫妻人格独

立，在婚姻生活中享受各自的权利，承担各自的义务。夫妻

法律地位在形式上渐趋平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有制的

建立，使得男女两性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

等方面，取得了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从而使夫妻关系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开始了从形式上的平等向事实上的平等过渡

的新时期。我国1950年的《婚姻法）第七条规定： “夫妻为

共同生活的伴侣，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确立了夫妻平等的

家庭地位的原则。1980年《婚姻法》第九条规定：“夫妻在

家庭中地位平等”。本法继续沿用此规定。 夫妻在家庭中地

位平等是调整夫妻关系的总的原则性的规定，本法中有关夫

妻关系的其他规定，都是以此为依据的。其含义如下： （1

）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是“男女平等”原则在夫妻关系中

的具体体现和必然要求。作为共同生活的伴侣，夫妻只有在

家庭地位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平等地行使法律规定

的各项权利，并平等地履行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共同承担

对家庭、社会的责任。 （2）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是指夫

妻间的权利义务的平等，不允许出现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

，或只尽义务而享受不到权利的不合理现象。 （3）夫妻在

家庭中地位平等，既包括夫妻在人身关系上权利义务的平等

，如夫妻有独立的姓名权、有平等的人身自由权、有平等的



履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也包括夫妻在财产关系上的平等，如

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平等的相互继承权、平等的

相互扶养义务等。 （4）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是确定夫妻

权利义务的基础，也是处理家庭纠纷的基本依据。夫妻间发

生纠纷缺乏具体的处理依据时，可以根据夫妻家庭地位平等

的精神加以处理。 [适用须知] 1.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虽

然包含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平等，但立法重点在于保护

“女方”在家庭生活中的各项合法权益。我国《妇女权益保

障法》第七章对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保护问题作了专门规定

。本法第二条第二款也明确规定，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无

论是从清除封建主义夫权统治影响的角度，还是从妇女地位

和生理特点的角度来说，只有强调对妇女合法权益的保护，

才能保证夫妻地位平等原则的实现。 2.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

等，应禁止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和遗弃，尤其是禁止家庭暴

力。因此，适用此规定时应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有关法律及婚姻法的

有关规定（如第三条第二款的“禁止家庭暴力或以其他行为

虐待家庭成员，禁止遗弃家庭成员”）等全面理解其含义。

3.本条规定了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也为这一新型的夫妻关系法律原则的贯彻，开辟了广阔道

路，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夫妻从法律地位平等到实际生

活中的完全平等需要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既要

与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作斗争，也要正视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中妇女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通过大力加强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夫妻地位在实际生活中的完全平

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 第四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

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

等的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第四十条 国

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婚姻家庭权利。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通则》 第一百零五条 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权

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第九条 继承权男女平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二条第一款 实行婚姻自由、一

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 [名词解释] 1.配偶身份权，

是指夫妻之间在配偶身份状态下相互享有和承担的权利义务

的统称。就其法律属性分析，配偶身份权一般包含三个层面

：一是基于对历史上家长权、夫权的否定，在夫妻之间进一

步强化的配偶人格权，如姓名权、人身自由权、生育权等；

二是严格意义上的配偶身份权，即夫妻间互动对等的人身上

的权利义务关系，一般被称为夫妻人身关系，如夫妻同居的

权利和义务，夫妻互负忠实义务等；三是以配偶身份为前提

而派生的财产性权利，如扶养权、继承权、共同财产权等，

一般被称为夫妻财产关系。配偶身份权是近代、现代法律文

明、进步的产物。我国虽然法律没有确立“配偶身份权”的

概念，但却有配偶身份权的内容。主要体现为：夫妻的姓名

权、人身自由权、计划生育的义务、住所决定权及扶养权、

继承权、共同财产权。 2.夫妻一体主义，也称夫妻同体主义

，是古代法和欧洲中世纪法冲调整夫妻关系的基本准则，是

指男女结婚后合为一体，夫妻的人格相互吸收。实际上绝非

双方对等的溶合，而只是妻的人格为夫所吸收。在法律上，

夫妻双方权利义务绝对不平等，表现为女子在婚后无独立的

姓名权，财产权和行为能力等受丈夫的支配或限制。因此，



夫妻一体主义实为“夫权主义”的别名，它是自然经济和宗

法家族制度的产物，体现着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统治阶级的

利益需求和古代婚姻家庭关系的本质。 3.夫妻别体主义，也

称夫妻异体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用以调整夫妻关系的基

本准则，是指夫妻人格独立，在婚姻生活中享有各自的权利

，承担各自的义务，各有财产上的权利和行为能力；在法律

上，男女双方平等。与夫妻一体主义相比，夫妻别体主义摒

弃夫权统治，主张男女平等，无疑是一巨大进步。但资本主

义制度下的夫妻平等只能是形式上的平等，而非实质意义上

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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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