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9 民商法学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一、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社会化之廓清

(一)婚姻家庭编社会化的界定

以私法社会化为理论基础，可对婚姻家庭编社

会化做如下界定：以维持家庭关系稳定和谐为目的，

婚姻家庭编规定相当数量以调整社会权力介入家庭

生活关系为内容的规范，并形成体系，进而使其兼具

社会法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社会法的功能。婚

姻家庭编社会化具有以下特征：1.婚姻家庭编社会

化以整体主义作为方法论根据；2.婚姻家庭编社会

化的主要内容为授权社会权力介入私人家庭生活领

域；3.婚姻家庭编社会化表现为规范社会权力介入

规定的体系化。

(二)婚姻家庭编社会化与婚姻家庭编公法化之

关系辨析

婚姻家庭编社会化与公法化有以下异同：1.相
同之处。第一，两者的方法论基础与目的相同。其

方法论基础都是整体主义，目的均在于以外界力量

介入本属于私人自治领域的婚姻家庭关系，避免该

领域中主体意思自治的滥用，进而确保家庭生活关

系所承载的社会公共利益得以实现。第二，两者的

手段具有共通之处。无论是婚姻家庭编公法化还是

婚姻家庭编社会化都以法律授权外界力量——国家

权力或者社会权力——介入婚姻家庭关系，限制主

体的意思自治作为基本手段。2.不同之处。一是介

入主体不同。婚姻家庭编公法化是法律授权国家机

关以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干预婚姻家庭关系，婚姻

家庭编社会化则为法律授权社会权力介入婚姻家庭

关系。二是对意思自治的限制强度不同。婚姻家庭

编公法化对民事主体在家庭生活领域的私人自治构

成“强式”限制。而以社会权力介入规范为基础的婚

姻家庭编社会化是对民事主体在家庭生活领域内意

思自治的软约束与“弱式”限制。

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社会化的意义

婚姻家庭编社会化可平衡“形式平等”与“实质

平等”之关系，能有效保护妇女、儿童、老人等弱者合

法权益。第一，社会化能预防家庭侵权行为的发生，

实现对弱势家庭成员权益的事前保护。社会权力介

入婚姻家庭关系是对家庭自治的弱限制，因此，婚姻

家庭编可以授权社会权力以优秀家风培育、家庭矛

盾化解等方式介入家庭自治，预防侵害妇女、儿童以

及老人等家庭侵权行为的发生。第二，社会化符合

婚姻家庭问题解决的“非合理性”本质，能在保持家

庭关系和谐之基础上有效保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

法权益。家庭问题往往导致弱势成员的权益遭受侵

害，而社会权力可发挥熟人优势，充分利用人情、村

规民约以及家庭道德风俗等非正式约束来消除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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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的对立情绪，助其复原情感，以“脉脉温情”的

方式解决家庭问题，妥适保护家庭弱者权益。

婚姻家庭编社会化可以解决身份法规则财产法

化问题，促进家庭道德义务履行。第一，社会化可防

止婚姻家庭法规则财产法化所导致的问题发生。婚

姻家庭编可以明确规定社会权力主体负有家庭道德

建设职责，以帮助民事主体牢固树立正确的家庭道

德观念；而家庭成员拥有正确家庭伦理道德观后，又

可反过来使财产法化的婚姻家庭法缺乏社会基础而

无法实施，从根本上抵制民法财产法伦理对婚姻家

庭生活的渗透。第二，社会化有助于婚姻家庭编规

定的家庭道德义务之履行。一是社会权力能促成良

好家风的形成，防止家庭成员将“自身利益最大化”

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带入家庭，进而使其形成

适于家庭生活的“伦理人格”，从根本上保证主体履

行家庭义务的道德自觉性。二是由社会权力督促义

务主体履行家庭义务更适合家庭生活关系的本质。

以国家权力的强制性要求民事主体履行家庭义务往

往造成家庭成员的对立，甚至恶化家庭成员之亲情、

感情。而社会权力的柔性约束力使其得以游说、斡

旋、教育等方式处理家庭问题、解决家庭纠纷，可在

不恶化、恢复甚至深化当事人情感的情况下，促使义

务主体积极自觉地履行道德义务。

社会化可实现婚姻家庭编“自治”与“他治”的有

机平衡。首先，社会权力可通过“影响力”从预防家

庭问题到解决家庭问题等环节介入家庭关系，且不

至于过度限制民事主体在家庭领域内的意思自治。

而国家权力具有“强制力”和天然扩张性，因而需保

持谦抑，无法通过事前干预来有效预防家庭问题。

其次，社会权力可以多种柔性方式介入家庭关系，遵

循“个别”的、“具体”的、正义的要求，采取灵活的个

别化解决方案，以影响当事人，促使其自愿改变不利

于家庭和谐的决定。而国家权力机关以执行具有普

适性法律的方式干预家庭生活，易出现法律的普适

性与家庭问题解决个别性之间的矛盾，导致对家庭

生活领域的强制过度。最后，社会权力能通过家庭

道德宣传、良好家风教育等方式，使“家庭伦理道德”

深入人心，促使其成为人们在家庭生活中自觉遵守

的行为准则，从根本上保证家庭生活和谐幸福。

三、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社会化的价值取向与

限度

（一）婚姻家庭编社会化的价值取向

在婚姻家庭编社会化背景下，规范社会权力介

入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自成体系且在婚姻家庭编中

获得相对独立之地位。要确保这一相对独立的规范

系统符合体系化要求，首先必须确立婚姻家庭编社

会化的价值取向。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社会化应坚持

家庭本位，将维持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和谐作为基

本价值取向，其法理依据在于：第一，维持家庭关系

稳定和谐是婚姻家庭编社会化的正当性依据；第二，

较之于婚姻家庭编弱势群体保护、“伦理性”以及“自

治”与“他治”相平衡等要求，这一价值取向更具根本

性；第三，维持家庭关系和谐稳定的价值取向能够与

民法意思自治原则、诚实信用相容共存；第四，维持

家庭关系和谐稳定的价值取向符合目前“家庭本位”

的主流价值观，具有坚实社会基础。

（二）婚姻家庭编社会化的限度

婚姻家庭编社会化对民事主体家庭领域内的意

思自治构成限制，且社会化程度与民事主体在婚姻

家庭领域内的意思自治成反比例关系：其程度越高，

婚姻家庭编的私法属性越弱；其程度越低，婚姻家庭

编的私法属性也越强。因此，对于作为私法有机构

成部分的婚姻家庭编，我们应将其社会化维持在合

理的限度内，防止其过度社会化或彻底社会化。具

体言之，婚姻家庭编社会化的限度可从以下两个方

面确定。其一，尊重主体在婚姻家庭领域内私人自

治的底线。其二，确保婚姻家庭编的基本私法属性，

不能因社会化而使其变为社会法。

确保婚姻家庭编社会化限度的核心在于将社会

权力介入婚姻家庭关系保持在合理程度。这可从以

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社会权力介入应符合比例

原则。第二，适恰确定介入范围。第三，合理确定介

入强度。

四、婚姻家庭编社会化的基本内容及其民法典

因应

在确定婚姻家庭编社会化价值取向与适当限度

后，应据此合理确定社会化的基本制度内容。基本

制度内容的设计应从介入主体、介入职责以及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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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机制等三个基本面展开。婚姻家庭编授权社会

权力介入婚姻家庭关系，首要环节便是确定介入的

社会权力主体，具体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坚持介

入主体的多元性；2.依“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首要

主导的介入主体；3.明确各个介入主体之间的关系。

在明确规定介入主体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还

应根据社会化的价值目标与限度，妥当规定介入主

体的介入权限以及介入效力。具体而言：1.优良家

风教育职能。家风教育职能的行使必须辅之以“倡

导性规范”。婚姻家庭编可规定，“两委会”等介入主

体可以对参加教育的家庭给予奖励等方式鼓励社区

成员积极参加。2.家庭矛盾化解职能。当其获知社

区成员的家庭矛盾后，应积极主动寻求介入。但为

防止介入超过必要限度，婚姻家庭编应规定被介入

者有拒绝接受的权利。3.家事纠纷调处职能。婚姻

家庭编应规定介入者有权采取以下介入措施：一是

主动干涉。二是被动调解。4.家事事件处置职能。

对于家庭暴力、虐待、遗弃以及其他严重侵害家庭成

员权益的违法行为，“两委会”等介入主体应积极主

动介入，以保护受侵害主体的合法权益。对于此等

介入，被介入者不仅没有拒绝的权利，而且必须服从

介入者的要求。5.义务履行支持职能。此种介入应

为积极主动之介入，被介入者无特别理由不得随意

拒绝帮助。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应增补社会化的具体规定。

就此，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应规定于何处；二是应

规定哪些具体内容。“各分编草案”的婚姻家庭编按

照“总—分”的体系化模式分为五章，其中第一章“一

般规定”是总则，其他四章是分则。因总则的规定可

以适用于分则，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社会化的制度内

容在总则中予以统率性规定即可。婚姻家庭编草案

总则“一般规定”从第 818条到第 822条，共计 5条。

社会化规范应规定在总则第821条中为宜。另外，婚

姻家庭编第820条以一般规定的方式，对以下严重侵

害家庭成员的行为予以禁止：干涉婚姻自由的包办、

买卖婚姻等行为；违反忠实义务与同居义务的重婚

及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行为；严重侵害家庭成员权

益的家暴、虐待与遗弃行为。其所列家事事件，也是

社会权力介入的重要缘由。在本条后，也应增加与

其相对应的社会权力介入规定，以救济因该等行为

而权益遭受侵害的家庭成员。

建议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总则的第一章“一

般规定”应增补以下内容：第一，在第 821条增加三

款，规定介入的社会权力主体、介入职权和方式，以

及介入的保障措施。

(1)新增一款作为第 821条的第 2款，确定介入

的社会权力主体：为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

庭关系，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当事

人所在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可以依法介入婚姻

家庭关系。

(2)新增一款作为第 821条的第 3款，确定主体

的介入职权：为实现本条第1款规定的目标，本条第

2款规定的主体应当开展优良家风培育活动，化解家

庭矛盾、调处家事纠纷、处置家事事件，并为无力履

行家庭义务的主体提供必要支持。为实现上列职

责，第2款规定的主体有权采取说服、疏导、鼓励、奖

励、批评教育、劝诫、劝阻、调解、化解、制止、专业指

导、监督、督促、物质帮助、精神扶持等手段。

(3)新增一款作为第 821条的第 4款，原则性确

定社会权力主体介入的保障措施：村民委员会、居民

委员会、妇女联合会、当事人所在单位以及其他社会

组织行使介入职责时的人员保障、物质保障、奖惩措

施等，参照适用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反家庭暴力法等法律的有关

规定。

第二，在第 820条增加一款，作为该条的第 4
款，专门对社会权力介入该条所列禁止的行为予以

规定：家庭成员有前三款所规定行为的，村民委员

会、居民委员会、妇女联合会、当事人所在单位以及

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对行为人予以批评教育、劝诫、劝

阻或制止，必要时可报告公安机关或其他有权机关

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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