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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婚姻家庭法纳入到民法中，但是两者之

间的相关性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婚姻家庭法具有相应

的独立性，需要人们有效处理两者之间的衔接问题，有

效协调其使用范围，最大程度的减少两者之间的矛盾冲

突，明确婚姻家庭法定位，增强群众的理性思想意识。1

1　婚姻家庭法归属于民法体系原因分析

民法是维护我国公民权利的根本法律，和公民具有

相对应的关系，主要要求民法将人们财产和身份关系纳

入到思考范围。我国法学体系受到国外法律体系的重大

影响。如，我国成立之后，在苏联法律体系的影响作用

下，促进我国婚姻法成为独立的法律，具有较强的独立

性。但是，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法学界逐渐更多的

关注和重视婚姻家庭法，将其有效纳入到民法体系中，

促进身份和财产关系等相关法理基础理论的完善发展。

我国在 1986 年制定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明

确的提出，我国民法对象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和

财产关系，但是在人身关系中不包含亲属管理。因此，

部分人们没有将身份关系纳入到人身关系中，对其认知

水平相对较低。我国在 2017 年制定了《中国人民共和国

民法总则》中明确规定了民法主要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

法人和非法人的人身、财产关系，和民法通则相比较，

更加突出了人文主义，更多的关注和重视身份关系。

婚姻家庭法主要整理婚姻家庭关系，包含亲属范围

之内的人身和其形成的财产关系。我们对婚姻家庭法的

本质进行分析，从人身关系进行思考，主要包含夫妻、

子女和父母之间人格独立、地位平等 [1]。我国相关法律

法规明确指出了共鸣具备自由结婚、接触婚姻关系的自

由，国家相关权力机关不能进行相应的干预，除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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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申请相应法律程序之外。另外，我们从财产关系的

角度进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不能适用于民法其他相关

财产关系的具体规定，同时和民法规定财产关系存在一

定差异。但是，整体上来说，亲属财产和其他民法规范

中的财产关系，都属于平等主体关系。因此，婚姻家庭

关系本质上属于私人关系，但是存在一定的公共元素，

但是人格独立和地位平等、自主自由属于婚姻家庭法的

本质特征。人们需要注重的是，亲属关系归属人伦范围，

人身关系和生成的财产关系具有伦理性、身份性呈现出

特殊的含义，在法律中不能将其和其他民法进行同等对

待，特别是处理亲属身份和财产关系的各项问题时，需

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特殊的规定，更加满足婚姻家庭法

的法律定位。

2　中国民法典编纂视域下的婚姻家庭法定位

2.1 婚姻家庭法特殊、独立性

婚姻家庭法经过了三十多年的修订调整，以往属于

一种独立法律，逐渐被纳入到民法体系。婚姻家庭法隶

属于民法体系，但是其自身具有一定的伦理、习俗性，

和民法在本质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

一方面，婚姻家庭法自身具有伦理特点，婚姻家庭

属于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共同体，

离不开思想情感、道德伦理的维持，和市场上其他人身

和财产关系在本质上存在较大差异。家庭伦理中包含利

他性，最大程度的满足家庭成员利益的实际需求。家庭

伦理中主要以利他主义为原则，但是市场上主要以利己

主义为原则，存在显著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着增加了

家庭成员在不测事件中的预防能力。家庭成员义务更加

强调家庭伦理，更多的尊重他人、奉献他人，在人我关

心和权利主张等多个方面和市场存在差异。家庭伦理中

的权利出发点主要满足个体的合法权益，权利存在相应

的义务，履行义务主要达到自身的权益。伦理的出发点

主要为他人考虑，以自身的努力，称为本分。因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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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伦理主要是利他主义和权利利己主义的逻辑具有巨大

差别。所以，婚姻家庭法为伦理法，主要以利他奉献为

原则，将义务当作重点，相对应的逻辑和其他相关商品

法律等司法倡导的理论、制度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另一方面，婚姻家庭关系具有较强的私密性，包含

思想情感、道德伦理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法律的特殊

性。家庭关系出现破裂的情况下，需要国家相关权利的

接入，采用相适应的婚姻家庭法对弱者的合法权利进行

维护。部分学者指出，婚姻家庭案件呈现出一定的特殊

性主要由于身份的特殊，和个人基础利益具有追关系，

和社会、弱者利益的保护内容相关联。因此，国家需要

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婚姻家庭纠纷具有较强的道德

伦理性，同时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不能有效全面涵

盖多种类型的家庭纠纷问题，需要采用习俗、道德等特

殊性的规范合理有效的处理婚姻家庭纠纷 [2]。国外部分

国家，如德国、英国、日本等相关国家主要经过国家干

预进行家庭事务的主持，采用了权职主义，具有较高的

国家干预和介入水平，构成相对独立的体系。但是，欧

美等相关国家，主要采用人民、社会团体、律师和法院

等调解措施解决婚姻家庭纠纷问题。因此，婚姻家庭案

件自身的特殊性凸显出常规民事纠纷处理机制不能有效

适用于婚姻家庭案件的处理。

婚姻家庭法律展现出浓烈的伦理气息，更加突出了

人文关怀，具有较强的道德伦理和情感，和权利相比较，

婚姻家庭法更加重视义务，更多的强调利他奉献主义，

凸显婚姻家庭伦理立法。

2.2 具体定位分析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后，得到社会各界的更多关注和讨论，存在一定程度的

争议。该法的第 7 和 10 条房产的相关诠释，部分人们认

为对婚姻家庭中的女方不利，部分人们认为属于比较公

平的规定。该诠释和以往的法律相比较，明确规定了更

多方面的内容，有效增强了法律在现实中实践操作性，

呈现出较大的积极影响，同时存在一定的不足。相关条

例对夫妻双方共同茶财产、个人财产的判定、分割所有

权进行规定，一般结合物权法进行确定，更多的强调不

动产权变动效力，在一定程度上不适用于婚姻家庭伦理领

域，进而需要明确分析婚姻家庭法、梳理法律关系，确定

婚姻家庭法的趋向，更多的减少误区，促进人民群众更加

客观的看待婚姻家庭法，有效分辨出其中存在问题。

民法典主要应用的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思考，代表为

《德国民法典》，结合部分基本法律制度深入研究，主要

包含物法、亲属法、继承法、债法等多个领域的相关法

律法规做出相对应的规定，同时将其当作民法典中的基

本规定，更多的重视规定之外的法律明确，有效增强了

法律的实务性和逻辑性，最大程度的防止出现立法重复

的现象。我国民法典编撰视域下，婚姻家庭法纳入到民

法中，需要更加坚定婚姻家庭法的本质，更好的处理民

法总则和婚姻家庭法中间的衔接问题，结合实际情况，

科学规范的处理家庭关系和使用范畴的矛盾冲突。现阶

段，我国民法总则中制定监护制度，具有结构不清晰等

相关问题和缺陷，同时部分规定缺乏较强的可执行操作

性 [3]。如，我国民法总则中的第二十六条将侵权和监护

制度混为一谈，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有效满足提取公因式

中法律法规的立法需求。监护制度中大多体现在亲属关

系之中，主要以亲属关系为基础，所以将监护制度放在

婚姻家庭法中。部分学者认为，亲属关系属于社会结合

关系，人伦关系确定了身份关系，需要确定亲属身份上，

共同生活关系中的自然人不能完全享受到民法总则中的

契约自由、私法自治，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提取公因

式立法的原则对民法典总则产生一定影响，主要在于共

同性规范，在相关具体安排中具有相应的表现。民法分

则不断提升了对整体性的要求，通常情况下具备较强的

典型性，能够有效构成独立的体系，难以明确定位的非

典型定位，为民法典产生多个方面的较大问题。当将其

放在民法分则中，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坏民法分则的严密

性，进而造成民法分则具体实施过程中产生不协调的现

象。当全部进行独立编制的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容易

造成整个民法体系的松散。因此，我国可以将不容易归

纳的非典型采用相适应的形式纳入总编中，更加满足民

法总典和分则之间的关系要求。

3　结束语

本文主要分析了婚姻家庭法归属于民法体系原因、

婚姻家庭法特殊、独立性以及中国民法典编纂视域下的

婚姻家庭法定位。婚姻家庭法纳入民法之后，需要坚持

伦理特殊性，确定其立法取向，形成优良的价值关系，

处理民法总典和婚姻家庭法的问题，增强该法的可执行

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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