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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4_BA_B2_c36_51705.htm 1、事实婚姻继承的实施对于当事

人双方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并且已经已夫妻名义同居生活

却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当事人，依照《婚姻法》第8条和《婚姻

法解释（一）》第4、5、6条的规定，对于在1994年2月1日民

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之前，男女双方已经符

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可以直接以配偶身份

继承对方的遗产；（下列文字所描述的情况似乎意义不大）

对于在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

之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

在离婚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男女双方依法补办了结婚

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

的实质要件时起算，即可以认定其具有夫妻身份。而对于未

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生存方不能以配偶

身份继承对方的遗产。2、夫妻未同居或同居时间不长时继承

权的行使夫妻登记结婚后尚未同居或同居时间很短时，配偶

一方死亡的情况，应承认另一方享有继承权。对遗产份额的

划分，应根据时间的长短，尽义务的多少，酌情处理。3、合

理认定妾的继承权1950年婚姻法颁布前被继承人所纳之妾，

如果多年来一直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当被继承人死亡时，

她与被继承人的妻子对丈夫遗产享有同等的继承权。第八章 

亲子关系一、父母子女关系的概念和种类（一）父母子女关

系概念父母子女关系，即亲子关系。在法律上是指父母和子

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父母和子女是血缘最近的直系血



亲，为家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父母子女关系法，亦称亲

子法。它是指调整父母子女亲属关系的法律规范，是亲属法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父母子女关系的种类根据我国

婚姻法的规定，父母子女关系可分为两大类：1、自然血亲的

父母子女关系。这是基于子女出生的法律事实而发生的，其

中包括生父母和婚生子女的关系、生父母和非婚生子女的关

系。其特点为：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只能因依法送养

子女或父母子女一方死亡而终止。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之间

的相互关系是不允许解除的。2、拟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

这是基于收养或再婚的法律行为以及事实上抚养关系的形成

，由法律认可而人为设定的。包括养父母和养子女的关系，

继父母和受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的关系。其特点为：拟制血亲

的父母子女关系，可因收养的解除或继父（母）与生母（父

）离婚及相互抚养关系的变化而终止。二、父母子女法律地

位（一）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婚姻法》第21条：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

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

费的权利。”这一法规说明，抚养教育子女既是父母应尽的

义务，又是子女应享有的权利。1、抚养教育的内容和期限。

抚养，指父母从物质上、经济上对子女的养育和照料。《婚

姻法解释（一）》第21条：“婚姻法第21条所称‘抚养费’

，包括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这些费用

都需要由父母向未独立生活的子女支付，也是子女健康成长

的物质基础。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是无条件的。除了法

律另有规定外（例如，将子女依法送养他人），其他情况下

该义务是不能免除的。即使父母离婚，对未成年子女仍应履



行抚养义务。在一般情况下，父母对子女的抚养至18周岁为

止。根据《婚姻法解释（一）》第20条规定，对于不能独立

生活的成年子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父母又有给付能力的

，仍应负担必要的抚育费：（1）尚在校接受高中以及高中以

下学历教育的成年子女；（2）丧失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

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见，父母

抚养子女的期限，自子女出生时起，至子女能够独立生活时

为止。根据原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正在上大学

的成年子女还可以请求父母给付抚养费。但现在这一司法解

释，大大地缩小了“不能独立生活成年子女”的范围，仅指

接受高中及高中以下教育的在校生或身体有残疾的成年子女

而言。教育，指父母在思想品德上对子女的关怀和培养。教

育子女是家庭的一个重要职能。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

《教育法》第11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使适龄

的子女或者被监护人按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2、对于不履行抚养义务者的强制措施。《婚姻法》第21条

第2款：“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

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其追索抚养费的

要求还可以经抚养义务人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调解，或通过

诉讼程序向人民法院提起追索抚养费之诉。人民法院应根据

子女的需要和父母的抚养能力，通过调解或判决方式，确定

抚养费的数额、付给期限和方法。对拒不履行抚养义务、恶

意遗弃未成年子女，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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