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婚姻家庭法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婚姻家庭法学>>

13位ISBN编号：9787309035056

10位ISBN编号：7309035054

出版时间：2002-12

出版时间：复旦大学

作者：杨大文 编

页数：350

字数：38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婚姻家庭法学>>

前言

本书是为培养适应2l世纪要求的宽口径、复合型、综合素质的高级法律人才的需要而编写的法学本科
教材之一。
与同类教材相比，本书在内容、体例和研究方法上都有较大创新。
在内容上，本书力求反映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对1980年婚姻法的修改、增加等变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婚姻法的最新司法解释。
本书对在婚姻法修订过程中有争议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解说、评述，既有基本理论的阐述，更
有深层次的理论探讨。
如重婚的界定、何谓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关系、夫妻相互忠实与配偶权、夫妻财
产制度如何设定、离婚损害赔偿、家务劳动的补偿等救济制度设立的合理性、扶养制度是否应当作为
单独制度、亲属制度能否作为通则规定等等问题，在本书中都有较大篇幅的探讨。
这就使得这本教材区别于其他的教材，具有内容新、知识面宽，又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特点，对于启发
学生的思维、开阔学生的思路、扩大学生的知识面等都是十分重要的。
在体例上，本书力图突破传统的婚姻法教材模式，凸显了婚姻家庭法学原理的地位，特别是亲属关系
原理在婚姻家庭法中的作用。
同时，在体例上增强了家庭关系部分的内容，扶养、监护均单独成章，作了较为充分的讲解与论述。
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配偶权等设立了专节予以探讨。
这就使本书具有体例新颖、观点全面的特点。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内容全面、准确地阐述了婚姻家庭法学学
科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完整地包含了本学科的知识内容和知识结构，体现了国内外最新的优秀科
研成果。
同时，作者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现实中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本书层次分明、条理清楚、结构合理、语言流畅，其体系充分反映了婚姻家庭法学的内在联系及本专
业特有的思维方式，是法律专业师生和法律爱好者研究和学习婚姻家庭法学的理想教材和适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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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婚姻家庭法的体系，完整、全面地对婚姻家庭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进行了介
绍和阐述。
作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颁布之后编写的教材，本书还注意充分体现婚姻法修正
案的各种变化及其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并对我国婚姻法的发展进行了前瞻性的研究。
全书共分十三章，内容涉及婚姻家庭、婚姻家庭制度和婚姻家庭法的基础理论和知识，婚姻家庭历史
发展的回顾和对未来发展的展望。
着重分析和阐述了亲属的分类和法律事实、婚姻成立的法定要件、婚姻的效力、婚姻终止的条件及其
法律后果、亲子关系、收养、扶养、监护以及侵犯婚姻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的行为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和社会对受害人提供的多种救济措施。
在附论部分对涉外、涉港澳台婚姻家庭关系进行了分析。
全书内容丰富、资料新颖、论述严谨，既可以作为高等法律院校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民政、司法等
实务部门的人员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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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大文，1933年生，江苏常州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婚姻家庭法研究所所长、《法学家》杂志主编，兼任中国婚
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常务理事、国
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人口专家委员等职。
1956年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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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相互尊重的责任   二、家庭成员有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的责任第五章 婚姻成立 第一节 概说   一、
婚姻成立的概念及性质   二、婚姻成立方式的沿革 第二节 婚约   一、婚约的概念及类型   二、我国的婚
约问题 第三节 结婚的实质要件   一、结婚要件的概念及分类   二、结婚的必备条件   三、结婚的禁止条
件 第四节 结婚的形式要件   一、概述   二、我国的结婚登记制度   三、结婚登记的效力 第五节 无效婚
姻和可撤销婚姻   一、概述   二、无效婚姻   三、可撤销婚姻   四、无效婚姻与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   五
、事实婚姻第六章 婚姻效力 第一节 概说   一、婚姻效力的概念   二、夫妻在家庭中的法律地位   三、
我国婚姻法对婚姻效力的规定 第二节 配偶权   一、配偶权的概念和由来   二、夫妻姓名权   三、同居义
务   四、忠实义务   五、婚姻住所商定权   六、日常家事代理权   七、扶养的权利与义务   八、计划生育
的权利与义务   九、配偶继承权 第三节 夫妻财产制   一、夫妻财产制概述   二、我国夫妻财产制的基本
结构   三、法定夫妻财产制   四、约定夫妻财产制第七章 婚姻终止 第一节 概说   一、 婚姻终止的概念   
二、 离婚制度的沿革   三、处理离婚问题的指导思想 第三节 登记离婚   一、登记离婚的概念   二、登
记离婚的法定条件   三、登记离婚的法定程序   四、登记离婚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三节 诉讼离婚   一
、诉讼离婚的概念和立法原则   二、诉讼离婚的程序   三、对离婚诉权的限制   四、判决离婚的法定理
由 第四节 离婚的法律后果   一、离婚在身份关系上的后果   二、离婚在财产关系上的后果第八章 父母
子女关系 第一节 概说   一、父母子女关系的历史沿革   二、父母子女关系的概念和种类 第二节 父母子
女的权利义务   一、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和保护义务   二、子女对父母的赡养扶助义务   三
、父母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四、父母、子女不履行义务时的法律救济 第三节 父母与非婚生子
女   一、非婚生子女的概念和法律地位   二、非婚生子女与生父母关系的确认   三、父母与非婚生子女
的权利义务 第四节 继父母与继子女   一、继子女的概念   二、继父母与继子女关系的产生   三、继父母
与继子女的法律地位   四、继父母子女关系的解除 第五节 离婚后的父母子女关系   一、离婚不解除父
母子女关系   二、离婚后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   三、离婚后父母对子女的监护权   四、离婚后非直接
抚养方对子女的探望权第九章 收养 第一节 概说   一、收养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二、收养制度的沿革   
三、中国的收养立法及其基本原则 第二节 收养关系的成立   一、收养成立的实质要件   二、收养成立
的形式要件   三、与收养成立相关的其他规定 第三节 收养的效力 一、收养的拟制效力   二、收养的解
销效力   三、无效收养行为 第四节 收养关系的解除   一、收养关系依当事人的协议而解除   二、收养关
系依当事人一方的要求而解除第十章 扶养 第一节 概说   一、扶养的含义   二、扶养关系的特点   三、
扶养关系的层次结构   四、扶养制度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 我国现行扶养制度   一、夫妻间的扶养   二、父
母子女间的扶养   三、祖孙间的扶养   四、兄弟姐妹间的扶养   五、扶养制度的完善第十一章 监护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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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概说   一、 监护的概念   二、 监护制度的功能和特点   王、监护制度的沿革 第二节 监护关系的设立
、变更和终止   一、监护的设立   二、监护的变更   三、监护的终止 第三节 监护人的法律地位   一、监
护人法律地位的界定   二、监护人的职责   三、监护关系中的民事责任第十二章 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第一节 概说   一、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的概念和立法意义   二、法律责任的分类 第二节 救助措施   一
、基层社会组织的救助   二、公安机关的救助 第三节 违反婚姻家庭法的法律责任   一、违反婚姻家庭
法的行政责任   二、违反婚姻家庭法的民事责任   三、违反婚姻家庭法的刑事责任第十三章 附论 第一
节 涉外婚姻家庭关系   一、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   二、我国境内的涉外婚姻和涉外收养 第二
节 区际婚姻家庭关系   一、关于区际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问题的探讨   二、涉侨、涉港澳台的婚姻
和收养 第三节 民族自治地方关于婚姻家庭法的变通规定   一、制定变通规定的原则和程序   二、变通
规定的主要内容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结婚   第三章 家庭关系   第四章 离
婚   第五章 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收养关系
的成立   第三章 收养的效力   第四章 收养关系的解除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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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家长专制、漠视子女利益封建家庭是家长制的家庭。
礼与律都要求“家事统于一尊”，家长的权力十分强大。
一家之内，子必从父，弟必从兄，妻必从夫，全家都必须服从家长。
“父为子纲”被奉为天经地义，父子之亲在一定程度上是君臣之义的缩影。
子女、卑幼不从家长之命的，得依违反教令治罪。
如果构成“不孝”或“恶逆”，更是位列“十恶”，须从重治罪。
另一方面，家长和家中其他尊长对子女、卑幼滥用权力，却得到法律的容忍和保护。
例如：按照清律的规定，祖父母、父母非理殴杀孙子女、子女者，仅杖一百；故杀者亦仅杖六十，徒
一年。
家长拥有管理和处分家庭财产的全权。
同居卑幼不经家长私自擅用本家财物的，经家长告诉须受法律的处罚。
为了保护家长的财产权，防止家庭财产的分散，封建法律中还有在一定条件下禁止子孙“别籍异财”
的规定。
《唐律·户婚》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
”到了封建社会后期，法律对“别籍异财”的处罚已较过去为轻。
5．以“出妻”为主要方式的男子专权离婚在婚姻终止问题上，封建礼教对男女双方有不同的要求。
配偶死亡时，“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
”妻亡夫可再娶，被认为理所当然。
反之，却要求妻“从一而终”。
但是，礼与律并没有一般地禁止生前离异，实行的是以“出妻”为主要方式的男子专权离婚制度。
离婚权主要属于男子和男家，女子则处于无权的地位。
按照封建时代的礼与律，“出妻”、“和离”、“义绝”是几种一般的离婚方式，此外夫妻一方基于
法定的特殊情形还可向官府呈诉离婚。
其中，“出妻”是最常见的离婚方式。
所谓“七出”，即妇人“不顺父母”、“无子”、“淫”、“妒”、“有恶疾”、“口多言”和“窃
盗”，便是男子出妻、男家出妇的理由。
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本书第六章还将另作说明，此处从略。
需要指出的是，对中国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应当作全面的、历史的评价。
在封建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代，这种婚姻家庭制度也曾起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作用。
本题以介绍中国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对象、论证改革的必要性为主旨，文中多偏于否定性的评述。
笔者相信，广大读者对此是完全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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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婚姻家庭法学》内容丰富、资料新颖、论述严谨，既可以作为高等法律院校的本科生教材，也可供
民政、司法等实务部门的人员参阅。
“博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重点推出的精品教材的品牌标志。
“博学·法学系列”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复旦大学法学院
、清华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等高校的
著名法学家和学科带头人领衔主编，由上述高校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厦门大学、中
山大学、辽宁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安徽大学、山东大学、南昌大学、湘潭大学、兰州大学、
上海大学、等政法院校选派的资深教授、副教授联袂参编，作者权威，阵容强大。
在内容和体例上，既注重保留传统教材的精华，又力求有所突破和创新，是一套面向21世纪、反映我
国当今法学教育最新状况的高品质法学教材。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婚姻家庭法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