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论我国法定结婚年龄的依据

李 勇 机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把法定结婚年龄从一九五 O 年《婚姻

法》规定的男二十岁
、

女十八岁提高到男二十二周岁
、

女二十周岁
。

为什么要提高法定结婚年

龄? 新规定的年龄有什么依据? 这是人们极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

法律上规定的结婚年龄
,

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
既要考虑人们的身休发育情况

,

又要考虑

一个国家的历史情况和人口政策
,

还要参照其它国家的有关规定
。

世界各国总是从其本国的

具休情况出发
,

对待和解决这一问题
。

从我们掌握的四十三个国家的法定结婚年龄资料来看
,

各国规定很不一致
,

高低悬殊很大
。

其中男的最高的为二十一岁
,

最低的十四岁 ; 女的最高的

为十八岁
,

最低的十二岁
。

在我国革命法制史上
,

法定结婚年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

例如一九

三一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规定为男二十岁
,

女十八岁 ; 一九四一年颁布的

《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规定为男十八岁
,

女十六岁 :一九五O 年颁布的《婚姻法》又规定

为男二十岁
,

女十八岁
。

我国这次修改婚姻法
,

正是在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之后
,

规定出适合

我国情况和特点的结婚年龄
。

首先
,

照顾了广大青年的生理发育的要求
。
人们到达一定的年龄就需要结婚

,

这是人类的

生理本能
,

是正常的自然现象
。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禁欲主义者
,

而是引导人们正确对待这一

问题
。

正如列宁所说 : “

共产主义应该带来的不是禁欲主义
,

而是愉快活泼的精神以及也由完

满的恋爱生活所产生的蓬勃的朝气 ,’o ① 但是
,

由于结婚
,

要建立夫妻关系
,

共过夫妻生活 ; 由

于结婚
,

要生儿育女
,

繁衍后代
,

处理家庭关系
,

履行社会义务
。

这就要求男女双方都必须具备

一定的生理条件和心理条件
,

即身体和智力必须发育成熟正常
,

才能对自己的婚姻问题作出正

确的判断和决定
,

才能正确处理夫妻关系
、

父母子女关系
。

否则
,

如何能正确处理婚姻家庭问

题? 又如何能担负起作父母的责任
,

抚养和教育子女
,

履行对社会的义务? 然而
,

人的发育需

要有一个过程
,

不到一定的年龄就不可能发育成熟
。

在我国
,

从医学观点来看
,

男子十六
、

七

岁
,

女子十四
、

五岁即开始发育成熟
。

而要在生理与智力方而完全发育成熟
,

男子则约到二十

五岁左右
,

女子得到二十三岁左右
。

我国《婚姻法》规定
“
结婚年龄

,

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
,

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
力 ,

既照顾了青年的生理要求
,

又可有效地制止早婚
。

如果规定得太低
,

不利于男女双方和子孙后代的健康 ;如果规定得太高
,

又会违背青年的生理特点
。

这样
,

不但

失去了规定结婚年龄的意义
,

还可能会出现新的社会问题
。

其次
,

有利于改革早婚的陈规陋习
。

几千年来
,

我国一直盛行早婚的旧习惯
。

在奴隶社会

和封建社会
,

历代统治阶级为了保证其最高统治后继有人
,

大权不至于旁落
,

在统治阶级内部
,

总是实行早婚制度
。

例如
,

记载春秋时期史实的《左传》写道
: “

国君十五而生子
” , “
天子诸候

,

十五而娶
, J 。 当时是不讲周岁的

,

其实际结婚年龄不过十三
、

四岁
。
可见

,

正是统治阶级创 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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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婚的先例
。

同时
,

历代统治阶级为了满足其穷兵默武
、

骄奢淫逸的需要
,

还逼迫广大劳动人民

早婚
,

以保证充足的劳役
、

赋税和兵源
。

例如
,

《汉书
·

惠帝纪》记载
: “

六年… …令… …女子年

十五以上
,

三十不嫁
,

五算
” 。

按照汉代法律规定
,

算
,

是指对成年人所征的人头税
,

每人一算
,

即一百二十钱
。

女子十五岁以
.

上
,

三十岁以下不嫁者
,

要予以处罚
,

加五倍征税
。

另外
,

由于&Jl

削阶级的影响
,

广大劳动人民为了
“

传宗接代
” 、 “

养儿防老
” ,

在
“

早娶媳妇早生子
,

早生儿子早

得济
刀
的思想指导下

,

也尽量要求子女早婚
。

由于早婚
,

严重地影响了民族的健康和繁荣
,

影响

了国家的富强
。

过去
,

我们国家之所以被称之为
“

东亚病夫
” ,

当然原因很多
,

但不能说早婚不

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

全国解放以后
,

一九五O 年公布的《婚姻法》否定了国民党伪民法所定的

男十八岁
、

女十六岁的结婚年龄
,

规定了
“

男二十岁
,

女十八岁始得结婚
, 。

从当时我国的历史

情况和人民群众的习惯来看是比较合适的
,

不可能规定得很高
。

现在
,

三十多年过去了
,

我国

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

人们的觉悟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

再适当提高一

点法定结婚年龄
,

已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
。
因此

,

新《婚姻法》的规定
,

不仅是必要的
,

而且是可

行的
。

第三
,

有利于提倡计划生育
,

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

现在
,

我国有将近十亿人口
,

占世界人

口总数的四分之一
。
相当于美国和苏联两国人口的总和

。

过去
,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

我们

在人口问题上不是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
,

而是片面强调
“

入口多
,

热气高
,

干劲大
,

是件大好

事
”
的不正确看法

。

因而生育无节制
、

无计划
。

这样在全国解放以后
,

人 口的出生率长期保持

在每年平均千分之三十以上的水平
,

自然增长率每年平均高达千分之二十
。

三十年来
,

虽然我

国粮食总产量增长了两倍
,

但是
,

由于全国人 口翻了一番
,

每人平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却少了一

半
,

因而现在全国的吃粮水平仍相当于一九五六年
,

另外
,

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过快
,

还影响到教

育的普及和提高
,

妨碍科学技术的发展
,

并给城市住房
、

交通
、

卫生以及安排就业等方面
,

造成

了不少的困难
。

现在
,

举国上下
,

全力以赴搞四化
,

从某种意义来说
,

人口问题
,

已给四化建设

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

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

这就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

必须严格实行计划

生育
,

控制人口的增长速度
,

降低出生率
,

做到人口有计划地增长
,

以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
。

正

因为如此
,

我国《婚姻法》在适当提高婚龄的同时
,

还指出
“

晚婚晚育应予鼓励
” 。
当然

,

提倡晚

婚晚育
,

也不是越晚越好
。

从医学角度来看
,

晚婚
,

女的最好不要晚于三十五岁
,

男的晚点没有

关系
。

因为医学
_

t 把超过三十五岁的初产妇称为高龄初产妇
,

她们发生难产的机会要多一些
。

因此
,

从提倡计划生育来说
,

男女的结婚年龄各提高两岁是适宜的
。

第四
,

参照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有关规定
。

从国外情况来看
,

许多国家都有提高法定结婚

年龄的趋势
。
例如

,

印度的法定结婚年龄
,

一九三O 年以前是男子十岁
,

女子八 岁
。

一九三O

年颁布了《儿童禁婚法》 ,

规定男子为十八岁
,

女子为十六岁
。

一九五四年颁布了《特别婚姻法》 ,

规定男子为二十一岁
,

女子为十八岁
。

再如
,

挪威的法定结婚年龄
,

原为男子二十岁
,

女子十六

岁
。

一九二O 年规定
,

男子二十一岁
,

女子十八岁
。

在西方
,

如美
、

英
、

西德等国及 日本
,

虽然法

律规定男子二十岁左右
,

女子十七
、

八岁就可以结婚
,

但实际结婚年令都在二十四
、

五岁
,

甚至

二十六
、

七岁以 上
。

从上述情况来看
,

为了保证青年的学习
、

劳动和工作
,

有利于 青年和后代的

身体健康
,

从青年的根本利益出发
,

在我国
,

适当提高法定结婚年龄也是必要的
。

总之
,

这次修改的《婚姻法》
,

在统筹兼顾
、

全面考虑的基础上
,

规定
“

结婚年龄
,

男不得早于

二十二周岁
,

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
。

晚婚晚育应予鼓励
” ,

是非常适合我国社会需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