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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鸿龙：婚姻登记办法实施后对计生工作带来的问题与建议

    

    从2003年10月1日起实行的新《婚姻登记管理办法》，简化了登记手续，方便了老百姓，但新《办法》对计生工作

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最近，笔者对新《办法》实行一年来的情况进行了专门调查，就如何预防因新《办法》简化

后，对计生工作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调查表明，新《办法》实施后对计生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笔者感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新《办法》取消了登记必须提交“婚育状况证明材料”的规定，造成计生工作漏位管理。 

 

    新《办法》实施，婚姻登记机关只是凭登记人双方的户口簿、身份证审查办理登记，如此，婚姻登记机关就不能及

时掌握前来登记的结婚人情况，对再婚、重婚情况无法知晓。 

 

    此外，登记操作中没有计生工作管理内容，工作人员对计生知识知之甚少，宣传未到位，而登记结婚证的人又缺乏

计生知识，计生工作人员不能掌握其孕情，这就对计生工作带来了漏位管理。 

 

    二、新《办法》规定“具有办理婚姻登记职能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设置

婚姻登记处”，取消了以往统一在乡镇办理登记的办法，造成计生工作错位管理。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在县级由于婚姻登记部门人员对登记人情况不甚明了，则有可能发生违反结婚登记的行为，如

男方或者女方结婚年龄不够。 

 

    三、新《办法》取消了原来的“强制婚前医学检查”，婚检率减少，对计生优生优育带来不可低估的冲

击。 

 

    新《办法》取消了原来的“强制婚前医学检查”，随之而来的是婚检率锐减，据统计，从去年取消强制婚检后，笔

者所在的安徽省宁国市婚检率已由以往的70%以上降到现在的1.95%，对计生优生优育工作将造成很大的影响。  

 

    四、由于县级婚姻登记机关地处城中，偏远山区路远无钱，加之少数人法律知识淡薄，不能及时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形成事实婚姻，对计生工作造成了缺位管理。 

 

    调查中，笔者发现在个别偏远山区，由于路远，交通不方便，家中贫困，法律知识又比较淡薄，不能及时到县婚姻

登记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形成了事实婚姻，如此行为就对计生工作就造成了缺位管理。  

 

    通过剖析新《办法》实施后对计生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原因的分析，为有效防止对计生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笔者建

议：  

 

    一是婚姻登记时，应该恢复以前“当事人双方必须向婚姻登记处提供婚育状况证明”的规定，因为这不仅是计生工

作的需要，也是减少婚姻登记当事人以违法手段骗取合法婚姻登记手续的需要。  

 

    二是要加大对违法人的处理力度，规范人们的不合理行为。  

 

    三是民政部门加强对婚姻登记工作人员计生知识的培训，使他们掌握必要的计生知识。同时婚姻登记部门应该及

时、准确向计生部门提供婚姻登记个案结、离婚人员的信息，这样有利于计生部门对婚姻登记个案的婚育情况及时纳入

管理，不至于造成计生工作的“盲区”。  

 

    四是计生部门要主动适应新《办法》带来的冲击，各级计生工作人员，尤其是乡镇、村计生工作人员要有高度的责

任心，主动提供情况、提出建议。 

 

    计生部门内部要加强信息的交流，特别是市乡之间、乡乡之间、乡村之间的横纵向交流，要积极发挥计生信息平台

快捷、简便的优势，及时处理、通报新婚个案信息情况，从而使计生工作人员更好地开展工作。县市计生部门要建立健

全考评制度，要进一步加强对基层计生部门的检查督导，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基层个案信息进行跟踪问效，从而更好地

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作者系安徽省宁国市人口计生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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