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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7_BB_E6_B3_95_E9_c36_52044.htm 第六条 结婚年龄，男不

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

励。 [法条诠解] 本条是关于法定婚龄的规定。 本条与1980年

《婚姻法》的第五条一致。 1.结婚必须达到法定婚龄。 法定

婚龄是结婚的最低年龄，在此年龄以下的当事人不得结婚。

由于婚姻关系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结合，法定婚龄的确

定取决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因而，世界各国的法律在对

结婚最低年龄规定时，都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考虑：一

是自然因素，即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发育规律。人类只有达到

一定的年龄，才能具备适合结婚的生理和心理条件，才具有

婚姻行为的能力，才能履行夫妻义务，承担对家庭、国家和

社会的责任。二是社会因素，即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

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状况、道德、宗教、民族习

惯等社会条件。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受不同地理、气候

的影响，身体发育和成熟具有一定的差异，加上风俗习惯、

传统文化、社会条件的不同，各国对法定婚龄的规定也不尽

相同。我国《婚姻法》所确定的结婚年龄，是以婚姻的自然

属性为基础，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人口增长速度为

依据，在充分考虑了人的身心发育状况、经济与人口状况、

城乡差别及国际影响等多种因素的情况下制定的，具有科学

性，对适应经济的发展、控制人口的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具

有重要的意义。法定婚龄是男女双方结婚必须达到的年龄，

具有强制性，但基于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的原因，根据《



婚姻法》第五十一条规定的精神，民族自治地区可以根据本

民族的实际情况，对法定婚龄作变通的规定。 22周岁是指

第22个生日之日的午夜零点为止。20周岁是指第20个生日之

日的午夜零点为止。法定婚龄应单独计算，即每一方都应达

到最低结婚年龄，不能将双方的年龄合并计算。 2.晚婚晚育

应予以鼓励。 晚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以上结婚。晚

育，是指女24周岁以上生育第一胎。鼓励，是指在物质方面

或精神方面予以奖励。现各地区、各单位一般对晚婚晚育的

当事人都有一定的鼓励性措施，并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晚婚晚

育以配合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的实施。法定婚龄具有强制

性，而晚婚晚育只是国家倡导和鼓励性的规定，不具有强制

性，只能由当事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而自愿执行。国家鼓

励晚婚晚育，绝不意味着可以以晚婚的年龄替代法定婚龄，

凡依据《婚姻法》已达到法定婚龄的当事人要求结婚的，均

可以申请，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干涉。 [适用须知] 1.法定

婚龄具有强制性。 在我国历史上，由于封建社会的小农生产

方式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以及国家为了适应征丁、服劳役

、增加赋税的需要及弥补战争对人口的消耗等，历来都实行

早婚的政策，鼓励早婚多育，法定婚龄一直都普遍较低，因

而，在中国的百姓中已形成了早婚的风俗，并历经了千年的

流传，这种习俗至今仍对一些农村及不发达地区有着深厚的

影响。目前，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相对较高，主

要是由于我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已大大地超过了国民经济的发

展速度，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困难

，为了协调人口与经济、资源与环境的发展，控制人口的增

长，需要适当地提高结婚年龄，以降低人口出生率，积极倡



导晚婚晚育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因此，法定婚龄是

强制性的婚龄，是结婚当事人必须遵守的最低年龄。为保障

这一规定的实施，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一条中专门

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允许或者迫使未成年人结婚

，不得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该法第十二条还规定：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

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这是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

早婚的法律保障。 2.晚婚晚育不是强制性的。 目前，一些地

区和单位依据本地区或本单位的自行规定，在本地区或本单

位强制实行晚婚晚育，对凡未达到晚婚晚育年龄申请登记结

婚的，一律不予开具结婚登记时所需要的单位证明，甚至有

的登记机关不予办理结婚登记的手续。必须指出，这种做法

是非常错误的，其混淆了法定婚龄与晚婚年龄的性质，侵犯

了当事人依法享有的结婚权利，这是对婚姻自由原则的破坏

。法律要求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在申请结婚登记时，应当

提交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

证明，这些组织是出具婚姻状况证明的法定机构，如实提供

当事人婚姻状况的证明是这些组织应当履行的职责和义务，

但其并不享有批准当事人结婚与否的权利。依据《婚姻登记

管理条例》第十三条的规定：“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受单

位或者他人干涉，不能获得所需证明时，经婚姻登记管理机

关查明确实符合结婚条件的，应当予以登记。”当结婚申请

人因受单位或他人干涉不能获得所需证明时，婚姻登记管理

机关应当受理当事人的申请，如经查证阻挠或干涉的情况存

在时，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对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应准予

其结婚登记，发给结婚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一规



定是法定婚龄贯彻执行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3.对特殊人

员适用特殊婚龄的规定。 在规定法定婚龄的同时，法律还允

许某些部门或某些行业根据本部门、本行业的特点，规定一

些已达到法定婚龄的人暂时不准结婚的特殊规定，如中国人

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义务兵在未服满现役期

间、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运动员在

国家队期间，均不准结婚。民航空勤人员的最低结婚年龄规

定为男26周岁，女24周岁。正在劳改的犯人在关押或保外就

医、监外执行期间，不准结婚。这些法规、条例，对该部门

、该行业系统的人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具有强制效力。作‘

为这些特殊部门或行业的当事人，应当遵守本部门关于结婚

年龄的规定，凡未达到法规、条例要求的条件或年龄，所在

单位有权拒绝出具单位证明，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也有权拒绝

准予结婚登记。如果当事人脱离了这些特殊的部门，则不再

受该特别法的调整；只要符合结婚条件申请结婚登记的，婚

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准予。 4.民族自治地区对法定婚龄可以

变通。 根据《婚姻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民族自治地区可

根据本民族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法规，对法定婚龄作变

通的规定，适当地降低结婚年龄。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 第五十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结

合当地民族婚姻家庭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规定。自治州、

自治县制定的变通规定，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区制定的变通规定，报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登记管理条例》 第三十三条 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依

照本条例的原则，结合当地民族婚姻登记管理的具体情况，



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

于军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暂行规定》战

士在未服满现役期间不准结婚。超期服役的战士和志愿兵提

出结婚，可准其利用探亲期间回原籍结婚。凡决定要复员的

超期服役的战士，如提出在复员前结婚，应尽量给予安排。 

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结婚规定的通知》高等学校

在校学生，一般应是未婚者，如果有的学生要求在学习期间

结婚，则应先办理退学手续。但年龄在30岁结婚的和已经结

婚的，可继续留校学习。 国家体委《优秀运动员工作条例》 

运动员在国家队期间不许结婚，特殊情况应经组织批准。 国

家民航局《关于民航空勤人员婚龄及配偶政审的规定》民航

凡从事飞行的空勤人员（包括飞行、领航、通讯、机务、乘

务等），其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六周岁，女不得早于二

十四周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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