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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财产分配中的妇女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苏　莹

(广州市万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００)

【摘要】在我国,法律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拥有同等的处置权,一旦双方感情破裂导致离

婚,在财产分割方面,一般女性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也会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中遭受一定的损失.本文首先深入分析

与研究我国«民法典»中关于离婚财产分配概况,之后探讨司法实践中妇女的权益保护,随后研究离婚财产分配中损害

妇女权益的相关问题,最后提出相应的完善策略.用以实现妇女权益的有效保护,使妇女能够在离婚财产分配中享受

到拥有的权利,促进我国社会相关法律规制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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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司法实践中，夫妻双方离婚财产分配需要充分遵循相

关法律规制，并且注重保护妇女权益，以此突出法律的公正

性、权威性。 所以，需要致力于深入探讨以及分析离婚财

产分配中妇女权益保护的相关问题，促进我国社会法治化建

设水平与质量的提升。

一、«民法典»中离婚财产分配的概况

在我国法律规制中，以法定财产制作为准则，夫妻双方

在离婚阶段若是针对财产并没有特殊约定，则对于夫妻双方

共同财产的处理也成为其离婚财产分配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

环。 ２０２１年，《民法典》开始施行，在婚姻家庭编当中对于

夫妻双方离婚阶段夫妻财产分配情况作出了说明，提到夫妻

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以下财产类型为夫妻共同

财产，这一部分财产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其中包含工资、

奖金以及劳务报酬；生产、经营以及投资收益；知识产权收

益；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继承或受赠予的财产。 但若

是这些财产为一方婚前财产或一方因人身受到损害获得的赔

偿、补偿、遗嘱或者赠予合同当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一

方专用生活用品抑或者是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在夫妻

双方离婚阶段，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是实现财产公平分配的

前提基础，同时，也是对妇女权益进行保护的最为关键

一环。

二、司法实践中对妇女权益的保护

(一)男女平等原则的实质

在司法实践中，夫妻双方离婚财产分配阶段对于妇女权

益的保护是重中之重，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某些客观条件影

响到了妇女权益的保护效果，对于我国法治化建设造成了一

定影响。 在我国《民法典》当中提到，夫妻双方对于夫妻

共同财产拥有平等的处理权，夫妻当中一方参与生产、工

作、学习以及社会活动一方不得对另一方加以限制或者

干涉。

(二)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

在夫妻双方离婚财产分配中，妇女权益的保护也会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历史传统以及现实生活风俗的影响，所以对于

妇女权益保护工作的展开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这主要是传

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庭观念在社会当中较为普遍。

除此之外，我国的现实生活中也存在男性收入普遍高于女性

的情况。 尽管在法律当中规定了男女同工同酬，但是在男

女所能承受的劳动强度、工作内容等方面男性更加占优势，

所以社会当中一些企业更加倾向于雇佣男性。

三、离婚财产分配中损害妇女权益的问题研究

在男女双方离婚期间，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分配是重中

之重，保障夫妻共同财产分配的公平性与公正性也是维护妇

女权益的重要渠道。 所以，需要深入分析离婚财产分配中

损害妇女权益的相关问题，从而基于问题所在而制定相应的

完善措施，切实促进妇女权益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 总体

来说，离婚财产分配中损害妇女权益的问题包含为如下几个

方面。

(一)婚姻存续期间女性对财产处分权缺失

在我国《民法典》当中规定，男女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置可以由夫妻双方共同决定。 但

是，在实际生活中一些家庭规则与法律规定之间相悖，这主

要是由于女性在夫妻关系当中处于弱势地位，其在经济收入

方面明显弱于男性，所以女性在家庭生活当中所掌握的经济

财富也相对不多。 同时，又存在一部分女性的自我保护意

识差，在一部分的离婚案件当中，多数的女性无法提供相关

证明夫妻共同财产份额，因此，也致使男方在夫妻财产分配

中取得了大部分财产，而这显然并不利于妇女权益的保护。

除此之外，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常是由男方负责各种财

产登记任务，所以在通常情况之下家庭房产、家庭存款或者

是其他权属证书等也多数是登记在男方名下。 而若是在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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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诉讼当中男方选择隐瞒或者是转移财产，也会在一定程度

上导致女方权益受到损害。

(二)离婚妇女处于弱势

在婚姻关系当中，女性处于弱势地位同样也是妇女权益

保护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由于该项因素的存在，也有

可能在离婚财产分配中损害妇女权益。 在通常情况之下，

男女双方出现婚姻破裂最为重要的情形便是男性出现家庭暴

力、酗酒、赌博抑或者是出轨等方面情况，而这一情况的产

生又会导致女性在婚姻关系当中处于受害者的地位。 这些

女性更加看重家庭以及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所以在离婚进行

财产分配的过程当中，也会主动要求子女的抚养权。 在这

一情况之下，女性又会在夫妻财产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尽

管取得了子女的抚养权，但是却在夫妻财产分配当中占据了

很少的份额，所以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妇

女的权益。 针对如上情况，女性在婚姻关系当中承担的义

务以及责任也更多，但是却在离婚财产分配当中获得的权利

较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离婚之后妇女以及其子女的

生活质量，导致妇女及其子女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

(三)妇女家庭劳动并未获得尊重

在我国《民法典》当中规定，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当中男

女双方享有同等权利，结婚条件对于男女双方也是平等的，

对于共同债务的清偿义务和离婚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补偿

请求权、经济帮助请求权等，男女双方所享有的权利及义务

同样也是同等的。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男女双方夫妻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则存在一部分妇女的家庭劳动并未得到尊重的

情况，因此，也使女方在夫妻关系当中处于弱势地位。 而

产生这一情况最为关键性的原因便是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比

较严重，同时，妇女在家庭当中承担劳动又没有独立的经济

来源，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主要靠男方，所以也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到妇女的家庭地位。 在实际中，家庭当中的劳动

通常被冠以义务性质，女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付出的家

庭劳动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以及相应的回报。 在这一情况

之下，若是夫妻双方情感破裂走向离婚，则夫妻双方在离婚

阶段协商夫妻共同财产分配期间，男方也通常会因女方并没

有经济来源作为理由而拒绝女方获得其本应该分割的财产，

这一情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离婚财产分配中妇女权

益的保护。

(四)法律意义上的财产范围过小

在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当中，第１０６２条对于夫

妻共同财产进行了界定，然而从法律意义上所界定的夫妻共

同财产范围则相对较小。 而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涉及的财产类型又相对较多，所以这一矛盾的出现同样有

可能在离婚财产分配中损害妇女权益，影响到夫妻共同财产

分割的公平性与公正性。 在实际中，主要表现为我国网络

信息化技术的高度发展催生了互联网新业态，社会公众的财

产类型开始由传统的财产逐步转化为电子金融财产。 因

此，夫妻双方家庭财产也开始由原本的实物财产过渡到电子

财产，也让原本较为清晰的财产归属变得更加复杂，这一情

况同样也会对夫妻离婚阶段的财产分配造成影响。

在传统夫妻共同财产的定义中，主要是单纯的金钱以及

实物，即使在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置了诸如房产、

股权、车辆等，同样也可以通过这一部分财产的权属登记证

明来明确财产的归属。 但是由于我国电子金融的高度发

展，市场当中的债券、期货等逐步开发出新型电子产品，甚

至夫妻双方也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投资一部分虚拟货币，

而这些情况的产生影响到离婚阶段的夫妻共同财产分配。

再加上夫妻双方受到“男主外、女主内”婚姻观念的影响较

为严重，因此，女方对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保有的虚拟

财产、隐性财产等无法全面掌握，所以一旦在离婚财产分配

阶段出现男方故意隐匿财产、转移财产等问题，便会造成女

方的合法权益受损。 甚至是在一些离婚案件当中，出现男

方以所有权归属、亲朋好友为借口进行明目张胆的财产转

移，而女方面对这一情况又无法拿出确凿证据证明这一部分

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出现财产权属不清、法院认定

财产权属难的问题。 所以在这一部分离婚案件当中，也无

法为妇女争取更多的权益，影响到离婚财产分配的公平性。

四、离婚财产分配中的妇女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为切实促进我国法治化建设脚步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并且助力完善我国社会法律规制，需要针对离婚案件当中的

夫妻共同财产分配相关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并且充分注重离

婚财产分配中的妇女权益保护相关问题，切实落实妇女权益

保护工作，用以确保妇女能够在离婚财产分配中享有合法的

权益。 在实际中，可以适当性从如下几方面促进离婚财产

分配中妇女权益的保护。

(一)立法上进行妇女离婚帮助

针对夫妻双方离婚财产分配相关法律规制作出立法完

善，从而通过完善的法律规制实现妇女权益保护，使妇女在

离婚财产分配当中能够享受到平等的权利。 在实际中，夫

妻双方若是婚姻破裂，离婚的女性所承受的压力会更大，无

论是社会抑或者是家庭都会让离婚妇女承受较大的心理压

力。 在这种压力之下会给妇女的正常生活带来一定影响，

所以从这一角度考虑，可以适当地从立法的角度做出一定的

完善，通过立法完善的过程对妇女进行离婚帮助。 例如，

可以适当性实行离婚帮助、离婚补偿、离婚损害赔偿等方面

制度，从而通过这些制度对离婚的妇女实现有效的保护，确

保离婚妇女在离婚财产分配中能够享受到应有的权利。 除

此之外，同样也需要充分考虑到妇女对于家庭的贡献，充分

肯定妇女在抚养子女以及赡养老人阶段所创造的价值。 这



走进民法典

２０２２．２２　楚天法治　 １４５　　

样既肯定了妇女的家庭地位，同时，又能让妇女在离婚财产

分配中获得一定的权利，从而逐步实现公平的夫妻共同财产

分配，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同时，又促进了我国社会法律规

制的不断完善。

(二)离婚财产分配中体现妇女劳动价值

在离婚财产分配中，为切实实现妇女群体的合法权益保

护，同样也需要在离婚财产分配中充分肯定女性所创造的劳

动价值。 这一劳动价值无论在女性工作抑或者是家庭劳动

中都需要予以充分的体现，从而使男方能够知晓妇女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对家庭劳动的付出同样也创造了价值，从而

使妇女能够在离婚财产分配中享有应得的权利。 在我国

《民法典》当中，对于夫妻双方离婚财产分配予以了充分的

明确，提到在男女双方婚姻关系破裂离婚阶段，夫妻共同财

产应当由双方协议处理，若是协议不成则应当由人民法院根

据财产具体情况，将夫妻双方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

益的原则进行判决，尤其针对服务或者其在家庭土地承包经

营中所享有的权益，应当予以依法保护。 在这一规定之

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夫妻双方照顾家庭或者子女享

有一定的权益，但是却并未明确肯定承担家庭劳动所创造的

价值。 而又由于“男主外、女主内”类型家庭的存在，导致

一些妇女在离婚财产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一些女性往往会

以取得子女的抚养权为条件而少分或者是不分夫妻共同财

产。 对于这一情况，需要在相关法律规制中做出完善，充

分肯定妇女在家庭劳动中所创造的价值，并且予以量化考

虑，从而避免女性在离婚财产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切实维

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三)增加不同类型的财产范围

着重增加不同类型的财产范围，同样也是保护妇女合法

权益的重要一环，可以在离婚财产分配阶段使妇女群体享有

应有的权益，同时，增加不同类型的财产范围也促进了我国

相关法律规制的完善。 在这一方面，我国可以适当地学习

一些国外婚姻法当中对于不同类型财产的规定，在此基础之

上完善夫妻双方共同财产定义，适当性增加一些电子金融财

产，从而将电子金融财产纳入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当中。

这样既有助于保障离婚财产分配中的妇女合法权益，同样又

有助于避免男方在离婚财产分配中恶意转移财产、隐匿财产

等问题。 例如，对于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创造的

电子金融财产，可以将其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财产分割，

从而使女方同样可以在离婚阶段分配这一类型财产，进而实

现离婚财产分配的公平与公正，达到保护妇女权益的效果。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法治化建设中，男女双方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对于夫妻共同财产拥有同等的处置权，而若是双方婚

姻破裂则需要进行财产分割，在此过程当中由于女性处于弱

势地位，因此，也会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中受到一定的权益

损害。 所以，需要针对离婚财产分配中妇女权益受到损害

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并且制定相应的完善对策，从而切实

做到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使之能够在离婚财产分配中享受

到公平公正的分配待遇，推动我国社会法治化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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