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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中有关青少年的条款 

及其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节录 

（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1980年9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委员长令第9号公布，1981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二条  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实

行计划生育。 

…… 

第十五条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活的女子，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 

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第十六条  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 

第十七条  父母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

害时，父母有赔偿经济损失的义务。 

第十八条  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第十九条  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非婚生子女的生父，应负担子女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 

第二十条  国家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养父母和养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

的有关规定。 

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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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歧视。 

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二条  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子女，

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

务。 

第二十三条  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抚养

的义务。 

…… 

第二十九条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

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 

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

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 

第三十条  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

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

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 

第三十一条  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

情况，照顾女方和子女权益的原则判决。 

…… 

第三十五条  对拒不执行有关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财产侵害和遗产继承等判决或裁定的，人

民法院得依法强制执行。有关单位应负协助执行的责任。 

…… 

 

一、立法宗旨与目的 

 

我国的婚姻法，是指规定和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它是一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

的、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实体法，它通过禁止性规范、权利义务性规范和授权性规范三种规范形式

确立了人们在婚姻家庭方面所应遵守的行为准则。 

1980年9月通过现行《婚姻法》的立法宗旨与目的即：正确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健全婚姻家庭法则，

惩治婚姻家庭领域违法现象，以期建立民主和睦的婚姻家庭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也有

部分章节及条款涉及到未成年人的保护，并确立了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原则，明确了子女在

家庭关系父母婚姻关系中的权利和地位，如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和义务的规定，离婚后的子女抚养问题的

规定等。上述法条的制定，目的在于保护未成人在家庭关系中的合法权益。 

 



二、立法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制定在宏观上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指导

思想，而在婚姻法的具体领域中，则是以调整婚姻家庭关系，建立健全完善而民主的婚姻法制为指导思

想。这一指导思想的确定是以中国当前的婚姻家庭现状为基础的。反映在婚姻法中就是婚姻的基本原

则。具体内容包括：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及计划生育原

则。其中，婚姻法中涉及未成年人部分的立法指导思想即“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原则”。 

1．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的必要性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现代化建设的预备队。党和国家为培养少年、儿童成长提供了许多必要条

件。在封建社会子女与父母是被统治与统治的关系，他们是父母的私有财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儿童权

益仍得不到有效保障，如非婚生子女受遗弃和歧视现象及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的现象等。而我国在宪法中

明确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婚姻家庭、母亲和

儿童受国家的保护”。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是民族健康向前发展的前提，是国家的任务，是法律的责

任。 

2．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措施 

国家对儿童权益的保护中法律保护是重要组成部分。婚姻法规定：①子女有受抚养的权利，父母、

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应履行法定义务；②婚生子女与非婚子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③父母对未成年子女

有管教、保护的权利和义务；④父母对子女的义务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 

 

三、法规主要内容 

 

1．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 

《婚姻法》15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人或不能

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由此可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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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养是指父母从物质上、经济上对子女的养育和照料，如给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在生活上照管子

女等。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是无条件的。一般情况下（除将子女依法送养他人外），该义务不能免

除。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一般至18周岁止。但以下情形父母仍须对已成年但未独立的子女给付抚育费：①

子女丧失劳动能力或虽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其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的；②子女尚在校就读的；③子

女确无独立生活能力和条件的。 

教育是指父母在思想品德上对子女的关心和培养。教育子女是家庭的重要职能，是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的重要精神保障。 

2．父母对未成年人子女有管教、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教和保护既是父母的权利，又是父母的义务，所谓管教，是指父母按法律和道德

规范的要求，对未成年子女进行管理和教育，对其行为给予必要约束。所谓保护，是指父母防范和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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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自然界或社会对未成年人子女人身或财产权益的非法侵害。管教是一种积极性措施，保护则是消极

性措施。 

3．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法律地位相同 

婚生子女是指婚姻关系成立后，妻子所生的子女。婚生子女有如下法律地位：①父母对子女有抚养

教育的义务；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③父母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①父母

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非婚生子女是指没有婚姻关系的男女所生之子女，在我国各民事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具有婚生子女

相同的权利义务。如《婚姻法》第19条之规定，还有《继承法》第10条规定：“遗产按下列顺序继

承：……子女……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非婚生子女……” 

4．父母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该权利是基于双方特定事实上身份而产生的。依我国继承法，父母和子女互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

人。父母死亡时，子女有继承他们遗产的权利；子女（包括非婚生子女）死亡时，父母有继承他们遗产

的权利。父母、子女均为独立的继承主体。 

5．继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继子女，常指配偶一方对他方与前配偶所生的子女，称为继子女。所谓继父母，指子女对母亲或父

亲的后婚配偶，称继父母，我国《婚姻法》第21条规定明确了继父母子女间的法律地位，即“继父或继

母和受其抚养和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于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可见，形成

抚育关系的继父母对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完全等同于生父母对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 

6．离婚后的父母子女关系 

我国《婚姻法》第29条规定，父母离婚不清除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是由于父母子女间的

关系是自然血亲关系，不能以法律程序终止。 

 

注：该文为共青团中央2000年度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问

题研究”的部分成果。原载《青少年法规解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主编：周振想；副主编：

于凤菊、林维；撰编人（以姓氏笔划为序）：于凤菊、林维、岳西宽、周振想、姜丽萍、徐章辉、潘度

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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