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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救济制度的不足和优化

◆张洵昕

(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海南 海口５７０１００)

【摘要】离婚救济制度指的是对婚姻中处于弱势一方的保护措施,我国２０２０年«民法典»对相关制度进行了阐述,但是

因为新制度的建立在实践中还缺乏一些配套的措施,理论制度虽然在不断完善中,但是现在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为了使得离婚救济制度更加完善,需要首先了解现在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分析这些问题的原因,从而找出更加适

用的措施以解决这些问题,促进离婚救济制度更加适应现实情况,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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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颁

布之前，我国以前一直是原《婚姻法》对相关的婚姻制度进

行调整的，《民法典》颁布之后将离婚救济制度也纳入其

中，不仅仅是法律的汇编，也增加了一些实质性的条款。

比如，增加了补偿的范围，扩大了对于劳务补偿的认定范围

和夫妻共有财产的情形；增加了损害赔偿的范围；并且在原

则部分，增加了应当照顾无过错方。 总的来说，这些制度

的设立和完善对于离婚救济制度非常重要，具有重大的意

义，有利于保护在家庭中处于弱势的一方，但是还有一些问

题没有通过《民法典》得到解决，需要进一步地优化和

调整。

一、离婚救济制度的概况

(一)离婚救济制度的概念

我国现在关于离婚救济制度主要体现在《民法典》规定

的离婚经济补偿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中，两项救济制度主要

是对受到损害人员的纠正或者赔偿。 家庭是社会组成的最

小单位，夫妻双方离婚之前财产的分配的公平性，对于社会

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前些年因为相关救济制度的不

足，导致社会不公平因素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社会整

体的发展。

(二)离婚救济制度的适用情形

离婚救济制度适用以来，对存在损害的人员进行了赔

偿，维护了社会的公平正义，获得了不错的成效；同时，兼

顾了法理和情理，对婚姻中受到损害的一方进行了保护。

但是离婚救济制度的确立是对于原《婚姻法》的一个重大改

变。 但自从该项制度开始实施以来，存在很多不同的声

音，而重点则是是否必须对相关的情况进行赔偿。 这一制

度能够写进《民法典》是经过立法者深思熟虑的，存在其先

进性，因此，应当肯定该项制度的作用，并对该项制度存在

的问题进行改进。 离婚救济制度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

件才能够适用。

１．该项制度的适用仅仅是婚姻双方主体

因一方的过错离婚造成另一方损失的，过错一方需要向

对方进行赔偿，因为对相关受到损害的一方进行补救，另一

方的责任会加重，因此，该方会考虑是否离婚。 因为只有

双方是婚姻的主体，才能够对家庭付出多的一方进行补偿，

否则这项制度存在的基础就不成立。

２．只在夫妻离婚时适用

只有在离婚这段时间内，双方需要对赔偿或者补偿的行

为进行约定及解决，对受到损害一方进行帮助，根据具体情

况及相关的人员自身特殊性的考虑，从而对其进行赔偿或者

补偿。 比如，如果孩子不满十六岁，不论是将小孩判给相

关受到赔偿的一方或者是补偿的一方，也应考虑该方因为养

育小孩的情况，从而进行多一点的经济或者精神上的补偿。

３．需符合法定的情形

赔偿或者补偿的情形，需要根据法律的规定才能适用。

这种规定能够使得财产的分配更加公平合理，通过离婚救济

制度可以在夫妻双方离婚时，对财产进行更加合理的分配，

最大限度地解决纠纷。 有了这些制度的配套措施，可以使

得夫妻双方在离婚的时候有更多的制度保障，能够帮助相关

人员解决问题，使离婚救济期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它的

作用。

二、离婚救济制度实施的优势以及好处

(一)有利于维护司法制度的统一

离婚救济制度调整系根据《民法典》相关设置进行的调

整，是离婚制度中的一项内容。 将离婚救济期制度纳入

《民法典》，进行了统一的规定，不仅仅从法律上进行了汇

编，维护了司法制度的统一；而且不会出现因为不同地方制

度的不同而不同判决结果的情况，便于婚姻管理制度的管

理，保证了立法与执法的有机统一，贯彻了法律稳定性与明

确性。 更重要的是，因为婚姻制度涉及财产和孩子的问

题，离婚救济期制度不仅是对婚姻制度的完善，而且对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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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配和孩子的身心健康都是有很大利处的。 适用离婚救

济制度的时候，由于对上述因素的考虑，从而会导致双方当

事人不离婚的结果，或者避免因为财产分配不公而产生不好

的后果，从而也有效地保障了子女的权益。 在未成年人的

身心健康方面，离婚救济制度给大多数未成年人提供一个有

利的成长环境，避免一些未成年人在单亲的环境下长大，导

致心理不健康；避免对未成年人的不健康成长增加一些社会

隐患，使法律在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中发挥最大的效用，实现

法律保障人们基本权益的目的。

(二)有利于保障夫妻间弱势群体的一方

限制一定的财产分配自由，能够保护夫妻间弱势群体的

一方，是法律经过价值的考量之后得出的。 总的来说，能

够维护婚姻的秩序，保证婚姻制度的严肃性，并且只是在最

小限度上限制了婚姻双方当事人对于财产分配的自由，根本

的婚姻权利没有受到限制和干涉，法律在考虑制度的基础

上，最大限度上保护了婚姻双方的自由。 总的来说，离婚

救济制度的实施对于我国婚姻家庭来说是有好处的，对于婚

姻中弱势的一方更加有所保障。 离婚救济制度在短时间内

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效，是因为在夫妻离婚时，对双方金钱

方面给予了一种比较公平的分配，能够使得夫妻在离异之后

还能正常生活。

三、我国离婚救济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离婚经济帮助的主要内容及其不足

离婚救济制度是适用于所有婚姻的，因此，对于大多数

人来说，适用该项制度是好的。 但是对于一些特殊情况，

也必须适用统一的制度，不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制度的修

改。 在碰到一些不适用的情况时，就会引发舆论，一些法

律规定不准确的地方会存在一些问题。

１．对“生活困难”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

每个人对于生活困难的标准认定不清，如果双方当事人

对于补偿的金额进行认定，那么这个情况下就没有纠纷。

如果双方对此产生了很大的争论，而没有统一的标准则有很

大的问题。《民法典》只是对于相关的定义制度建立了一个

基本的制度框架，对于其他是否应当对于特殊情况进行特殊

处理没有明确，从而导致相关问题的产生。

２．期限、方式和终止的规定不明确

法律对于具体需要帮助多久或者多长期限没有明确的约

定。 对于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帮助，很大程度上也是对

于受侵害人的保护，因此对其进行明确，防止侵害人义务的

逃避。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主要内容及其不足

先说财产分割问题，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

规定，夫妻离婚时，其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

的，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和女方利益

及照顾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此条主要适用的是离婚

后夫妻双方当事人，应当怎么解决婚姻存续期间财产的问

题，并且有相关的法律制度规定过错方应当对受到损害的一

方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但该项制度仍然存在以下的

问题。

１．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金额认定不够明确

一般来说，如果没有明确规定，法院不会进行认定或者

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或者导致相关制度形同虚设。

２．关于举证中存在的问题

如果是一方认为赔偿的金额存在问题的话，需要对自己

的请求进行举证，但是跟婚姻家庭有关的举证都会涉及隐私

权，采取到的证据也有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合法的。 一般来

说，我国的婚姻制度在诉讼中，一般来说都是劝和不劝离。

因此，如果在诉讼中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可能会导致相关

赔偿不能被认可，受害人受到的伤害就不是相关监督管理部

门和协调机构可以预测的。 除此之外，受害人除了身体和

精神上的损害之外，还会受到很多财产物力方面的损失。

那么这个情况应当如何进行判断，是理论和实务界都需要注

意的问题。

(三)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主要内容及其不足

１．补偿的方式不完善

该项制度的适用是为了家庭付出较多的一方，在离婚的

时候才能够要求另一方进行补偿。 换言之，在婚姻存续期

限该项制度不适用。 如果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限没有稳定的

收入来源，并且对于家庭付出较多，那么不能要求对方进行

补偿，会导致自己的生活处于一个窘迫的境地，并且对于该

项制度和赔偿制度一样没有约定相关补偿措施的规定，因

此，也是由法官进行自由裁量。

２．补偿数额的标准不明确

与补偿方式一样，补偿数额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补

偿标准因为根据不同的人存在不同的情况，因此，补偿的标

准并不一致。 但是应当有一个相对的标准来明确，避免法

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因此，对于上述制度存在的问题，

需要进行相对明确的规定，才能够更好地发挥相关制度的

作用。

四、关于离婚救济制度的改善提议

关于离婚救济制度的改善，主要是完善离婚救济制度及

配套措施。 首先，应当肯定离婚救济制度是符合我国实际

的，将该项制度写入《民法典》中，符合大众的要求。 但是

为了更好地发挥该项制度的作用，应当从以下方面对该项制

度进行完善。

(一)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完善

１．完善关于“生活困难”标准的认定

采取生活相对困难的标准进行认定，首先需要根据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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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可以将相关的情况与当地的物价水平等因素结合起

来；其次应当根据离婚时双方当事人的财产状况，离婚分配

所得能否维持双方正常的生活水平，综合以上考量来认定是

否生活困难。 并且需要相关专业人员在夫妻双方正式离婚

之后，对其财产的分配进行指导，使夫妻双方财产的分配能

够合理，防止出现财产纠纷。

２．明确对期限、方式及终止的规定

总体来说，应当在短时间内对另一方提供相关的帮助，

或者提供一些物质上但不仅仅是金钱上的帮助。 如存在一

些特殊情况，比如一方残疾的，可以采取长时间的帮助。

法院在判决或者调解的时候可以进行相应的明确。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１．应当明确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

离婚救济制度的条件也可相应进行更改，如根据有学者

提出的，是否有子女，子女是否已满十八岁，配偶是否有涉

及家暴或黄赌毒等危害家庭环境乃至社会治安的事情。 因

为毕竟是成年人，若子女已经成年，赔偿的金额可以较少，

因为一方没有养育子女的压力；相反，若子女并未成年，则

赔偿的金额可以适当增加，并且应当定期给未成年子女支付

生活费。 该数额应当和过错的程度成正比，并且应当根据

受到损害人的精神状况进行认定，根据无过错方的实际情况

进行认定，同时，需要考虑赔偿方的支付能力。 当然法官

在一定条件下，也需要有一定的裁量权，但是不能将该项赔

偿义务作为一个摆设。

２．完善举证责任

首先，应当承认没有过错的一方采取证据是合法的，只

要该项证据不被认为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利，证据只要符合

形式合法的要求，则就不应当被认定为无效。 其次，法院

可以主动获取证据，在双方没有提供相关证据的情形下，法

院可以根据职权，在没有过错的一方提供了相关线索的前提

下，帮助受害方采取相关证据。

(三)离婚经济补偿制度的完善

１．明确并且完善补偿的方式

一般判决中，都约定的是金钱的补偿方式，但是为了避

免补偿一方义务较重，可以要求支付义务的一方通过分期付

款的方式进行付款，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不动产或者有

财产价值的物品进行补偿。

２．细化补偿数额的标准

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并且应当综合

考虑，比如，家庭存续的时间并且在这段婚姻中，需要补偿

方为家庭做出的贡献，主要是家庭劳务的价值。 或者该方

因为对家庭的付出，导致其未取得提供劳动应当获得的

报酬。

五、结束语

正如刘星老师在《西窗法雨》中所述，法律的目的在于

公正，而不在于法律本身。 因此，判决的结果应当是公正

的，在离婚救济制度中更加注重结果的公正，家庭是社会最

小的单位，只有最小单位的公正才能达到整个社会的公正。

特别是婚姻家庭制度，对于法律来说，应当更加注重温情，

或者说人的感情有时候比法律规定更能有效地解决相关的问

题，应当在不损害法律权威的情况下，给夫妻提供更好的离

婚制度。 离婚救济制度并不是限制夫妻离婚，是让夫妻在

考虑之后确定真的要离婚。 这样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才是最

好的，同时，对于家庭这个社会最小的单位来说也是最好

的，才能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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