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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王利明、杨立新担任总主编的“民法精品系列教材”中的一部。
本教材充分吸收国内外亲属法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总结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结合教学规律的基
础上，为适应法学教育改革的发展而设计。
在结构上，本教材将亲属法理论体系设计为四个部分，即亲属法和亲属身份、亲属身份的发生和消灭
、亲属身份关系、亲属财产关系，按此编为四编。
结构完整，逻辑关系清晰。
在内容上，本教材除了阐释亲属法的一般内容外，还对一些新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
诸如，亲属法律行为的性质是不是契约的问题，事实婚姻是否应当承认问题，准婚姻关系的现实合理
性和法律应予确认问题，特别是对配偶权、亲权和亲属权以及亲属财产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提出了新的意见和看法。
本教材既适合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也能够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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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立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
法学院教授、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曾任婚姻法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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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亲属法和亲属身份　　第1章　亲属法　　第三节　亲属法的渊源以及与其他法律的关
系　　一、亲属法的渊源　　我国亲属法的渊源是指亲属法律规范借以表现的形式，它主要表现在各
国家机关在其权限范围内制定的各种法律文件之中。
　　（一）宪法渊源　　宪法渊源是亲属法的最高指导原则。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宪法中关于婚姻、亲属的规定，关于民事权利保护的规定，都是我国亲属法的渊源。
亲属法的一切原则、规则，都是依据宪法的原则制定的，任何条文都不得违反宪法的原则。
一切违反宪法原则的有关亲属法的规定均属无效，一切违反宪法原则的有关亲属法的法律解释均属无
效。
宪法作为基本法，是亲属法的最高法律渊源。
　　（二）民法渊源　　民法渊源是亲属法的主要渊源，这是大陆法系的传统做法。
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是亲属法的主要渊源。
尽管现行立法没有将《婚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下简称《收养法》）规定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当中，但是亲属法的基本性质是确定的，是民法的
组成部分，《婚姻法》的基本内容，应当受到《民法通则》基本规则的约束。
在将来通过民法典以后，则民法典是我国亲属法的主要渊源，不仅民法典总则的内容约束亲属法的基
本内容，而且在民法典当中规定亲属法编，将其作为亲属法的基本表现形式。
　　（三）其他法律渊源　　其他法律渊源是指单行民事、经济、行政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有关亲属的
法律规范。
在这些法律渊源中，一是单行法律，如《收养法》是我国专门规定收养子女形成养父母子女关系的法
律。
二是其他法律，国家制定的大量的单行民事、经济、行政法律和法规中也都有亲属的规定。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都规定了大量的
亲属法的规范。
三是单行亲属法规，如《婚姻登记条例》等，就是单行亲属法规。
四是其他法规中的亲属法规范，在国务院制订的行政法规中，这样的亲属法规范大量存在。
这些其他法律、法规中关于亲属的规定，极大地丰富了我国亲属法的具体内容，成为我国亲属法的重
要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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