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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财产权实现中的性别平等 
 

 薛宁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法律是公共政策的重要形式，随着联合国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在国际人权法和国际政策制度

中获得确认，在法律中贯彻社会性别平等理念已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承诺，成为国内立法改革

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这种转变越来越多地体现到国家法律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之中，它修正了对

于平等、自由、正义等法的价值追求的传统理解。 
  现行夫妻离婚财产权的规定 
  在法律领域，婚姻家庭法是受到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和习俗影响最大的领域。夫妻离婚财产权

作为婚姻财产权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实现以夫妻离婚时依法对共同财产分割为核心，同时辅之

以离婚时的家务劳动补偿、对生活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离婚损害赔偿等救济措施为手段。而离

婚财产分割又是以夫妻财产制为基础，构成其有机组成部分的。 
  在中国，人们通常是在离婚财产分割时才认识到夫妻财产制的存在及其意义。从两者关系来

看，法律关于夫妻财产制，尤其是对通常法定夫妻财产制类型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夫妻

离婚时财产分割的原则。 
  夫妻财产制是婚姻家庭法的内容，也是整个社会财产制度的组成部分。它关系到夫妻财产权

利义务的确定，也关涉社会、经济的协调与持续发展。在中国，以社会性别为视角分析、研究夫

妻财产制诸问题是一个新的切入点。 
  加强离婚妇女财产权保护实现性别平等 
  中国现阶段推动离婚财产权实现中的性别平等的关键，是要加强对离婚妇女财产权的法律保

护。这方面的立法完善体现在诸多制度中，夫妻财产制从结构到内容的改革是主要方面，离婚财

产分割原则、离婚救济制度也有诸多需要修补之处，而且，它还会波及中国登记离婚制度的改革。 
  中国是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最早缔约国之一(1980年)。“消歧公约”为
实现两性实质平等，指出“缔约各国为加速实现男女事实上的平等而采取的暂行特别措施，不得

视为本公约所指的歧视⋯⋯”这就肯定了向处于劣势地位的妇女群体倾斜的法律、政策对于推进

男女实质平等进程的积极意义。 
  对照“消歧公约”，我们看到作为均等分割原则补充的两项“照顾”原则，不仅存在落实上

的诸多难点，还具有从男性视角出发，对处于夫妻财产关系中弱势的女方施加“恩惠”的色彩，

它并没有体现法律对妇女从事家务劳动价值的评价和回报，并没有挑战家庭中传统性别角色的分

工模式。 
  作为离婚财产分割基础的夫妻财产制的性别盲点包括:(1)在通常法定夫妻财产制中，夫妻共
同财产的范围仅限于有形财产，不包括无形财产；(2)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规定依然比较原则，尤其
没有夫妻财产约定的有效要件、效力及变更、解除等方面的规制；(3)在法定夫妻财产制结构中，
没有非法定财产制的规定。 
  在价值理念上，中国法关于离婚经济帮助、家务劳动补偿和离婚损害赔偿的规定均符合“消

歧公约”对法律平等观的阐释。 
  但是，各项制度本身还存有或多或少的性别盲点。例如，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的范围仅限于夫

妻约定适用分别财产制的婚姻。这是从一般的公平理念出发，对适用分别财产制时可能出现的离

婚结果不公平的弥补，并不能对中国婚姻法全面承认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产生实质的

影响。中国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实务中适用较少的原因，同样是制度本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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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适用范围的局限性等缺陷造成的。 
  中国登记离婚制度也需相应完善 
  还需提及的是，中国法关于离婚财产分割、离婚救济措施等的规定，仅限于当事人采取诉讼

离婚这种方式，而在与诉讼离婚并行的登记离婚方式中，现有法律法规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离婚协

议书就财产分割等问题达成的意思表示一致，并不要求协议内容应有离婚救济措施的内容，也不

要求婚姻登记机关对离婚协议作实质审查。 
  这种相对简易的离婚方式很容易被恶意配偶一方用来借离婚损害另一方财产利益。因此，为

全面保护离婚财产权实现中的性别平等，中国登记离婚制度也需相应完善。例如，增加规定适用

登记离婚的条件，将对一方的家务劳动补偿、生活困难方的经济帮助等作为离婚协议书的内容；

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离婚申请应进行实质审查；恢复离婚登记需 1个月的审查期。 
  这些建议是从离婚协议的实质要件和离婚登记的审查程序两方面，对当事人行使离婚自由权

的适当限制，以避免用形式上的合意损害一方和子女利益的显失公平现象，促进协议离婚中财产

权实现的性别平等。 
  以促进离婚财产权实现中的性别平等为目的的中国夫妻财产制及相关制度的完善，是一个逐

步挑战传统社会性别分工、循序渐进的过程，它有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政治和文化制度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