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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违法婚姻现状分析

张 萍

1 9 5。年制定的婚姻法已领布 40 余年
, 1 9 8。年制定的婚姻法也已实施10 余年

,

但

是违法婚姻在我国城乡仍有不 同程度的存在
,
在某些农村地区甚至相当盛行

。

本文

首先对违法婚烟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

然后详细分析了违法婚姻的现状
、

特点及其危

害
,

最后指出
,

违法婚姻 的存在主要由下述因素所致
: 1

.

封建的传统旧婚俗目前仍

支配
、

妙响着一些农民的生活 ; 2
.

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重新恢复和加强 , 3
.

男女比

例严重失娜 .4 精神生活的责乏与淫秽物品的侵蚀 ; .5 农民法制观念淡薄; .6 法制

不健全 , 7
.

执法不严 , .8 农民文化水平低 , 9
.

缺乏社会制约机制
。

最后作者并对治

理违法婚姻的措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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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
,

结婚是指男女双方依照法律规定

的条件和程序确立夫妻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
,

符合

法律规定而缔结的婚姻一般被视为合法的 正 常 婚

姻
,

不符合法律规定而缔结的婚姻则被视为违法婚

姻
。

但是
,

判断婚姻合法与否的标准并不是一成不
声

变的
,

它不仅因社会制度的不同而异
,

而且随时代的

变迁而发生变化
。

在我国
,

目前进行这种判断的唯一

尺度是 19 8 1年 1月工日开始实施的新婚姻法
。

该法总

则规定
,

中国
“
实行婚姻自由

、

一夫一妻
、

男女平等

的婚姻制度
” 。 “

禁止包办
、

买卖婚姻和其他千涉婚姻

自由的行为
。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 “

禁止重婚
” 。

第四条强调
: “

结婚必须男女双方自愿
,

不许任何

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 。

第

五条要求结婚者的年龄
“

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
,

女

不得早于二十周岁” 。

第六条对禁止结婚的对象作

了规定
:

当事人为 a 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

亲
,

患麻风病未经治愈或其他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

结婚的疾病” 者
,

不得结婚
。

第七条规定
, “

要求结

婚的男女双方必须到结婚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
” 。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
,

今天社会上依然存在的当事人

一方或双方未达到法定婚龄的婚姻 (早婚 )
、

包办

婚姻
、

买卖婚姻
、

重婚纳妾
、

近亲结婚
、

一方或双

方当事人患有禁止结婚的疾病的婚姻
、

役有依法履

行结婚登记的私婚即违法婚姻
。

,̀.̀下.
.万̀.

一
、

早 婚

如前所述
,

所谓早婚
,

即男女一方或双方未达

到法定结婚年龄而缔结的婚姻
,

是中国古已有之的

早婚传统在今天的延续
。

、

众所周知
,

中国古代人 口稀少
,

尤其在战乱时

期
,

常常出现人 口剧减
、

经济凋敝的状况
,

为了增

殖人口
、

加强国力
,

很多统治者制定了鼓励早婚早

育的政策
。

春秋战国时期的越王勾践为了报仇雪耻
,

规定
: “

凡男二十
,

女十七不婚者
,

有罪及父母
”

(《春秋外传}))
。

汉惠帝为了增加户口税收入
,

曾发

令
: “

女子十五以上不缘者
,

五算
” 「

,(( 汉书
·

惠 帝

纪》 )
。

即 15 岁以上还未出嫁的女子
,

在征收人头

税时一人要按五倍计算
。

西晋武帝规定
: “

女年十

七父母不嫁者
,

长吏配之” ( 《晋书
·

武帝纪 )))
。

南北朝时期北齐后主的法令更为严历
: “

女子二十

以下十四以上未嫁悉集省
,

隐匿者家长处外
”

((( 魏

书
·

本纪》
、

《北史
·

高允传》 )
_

。
.

以征集妇女
、

处

死家长相威胁
,

强迫人们早婚 , 月娜武帝建伴三年
诏

: “
自今以后男年十五

、

文年十三以上
,

所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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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须今时碑奔
” ,

(调书
·

武帝纪 )))
。

这一婚龄规定

在我国历史上可算是最低的了
。

唐代初期婚龄稍有

提高
,

但是到了中期又将法定婚龄降到北周时的年

限
。

自宋至清法定婚龄一般都是男16 岁
、

女 1 4岁 ,

民国时期的《民法
·

亲属编》虽将法定婚龄提离到男七

18 岁
、

女 16 岁
,

但是由于
“

早结婚
,

早得子
,

早享福
”

的思想已牢牢扎根于民众之中
,

很多人的实际婚龄

仍低于法定婚龄
。

据《中华全国风俗志 》记载
,

当时

湖南汝城地区
, “

结婚自童幼
,

大家 (富户 ) 无十

岁未聘之子
” , 奉天 (辽宁 )满族的早婚

, “
在全国

可居第一
,

_

男女十三四岁即结婚
” 。

一

从民间习俗来

看
·

在新婚闹房时
,

人们常常在婚床上藏红枣、桂圆
、

花生
、

栗子等果品
,

取其谐音 (在文盲占人口多数 ,

尤其占女性人口绝木多数的情况下
,

一般人不知谐

音与正音之分
,

故谐音即作正音 )为早 (枣 )生贵 (桂

圆 ) 子、儿女齐全 (花生 )或早 (枣 ) 立 (栗子 ) 子之

意
,

在相当部分的农村还有收养童养媳的习俗
。

新中国成立以后
,

为了破除早婚陋俗 f 保护人

民的身心健康
,

控制生育
,

19 5。年颁布的婚姻法将婚

龄提高到男 20 岁
、

女 18 岁
。 …1蛇飞年实施的新婚姻法

又将婚龄提高到男 22 岁
、

女 20 岁
。

随着人民法律意识

的增强
、

青年男女在校学习时间的延长及妇女经济

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

男女的实际结婚年龄也不

断自行推迟
,

尤其是女性
,
1 9 8 2年与 1 9 4 0年相比

,

平

均初婚年龄提高了4
,

45 岁
,

其中农村提高了 3
.

95 岁
,

城镇提高了 .6 20 岁
。

①不满 IB岁结婚的女性越来越

少
,

1马吕7年与 1 94 9年相比
,

城镇的这一比例由肠
。
1%

降到。 .

1%
,

农村的这一比例由 5 1
,

1%降到 3
.

4另
,

而

2 3岁以上结婚的女性越来越多
,

由 1 9 49 年的 6
。
6 %

上升到 1马色7年的 ` 4
.

4%
。

②但是
,

近几年随着农村

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

流

动人口剧增
,

部分地区的早婚早育比重又呈回升趋

势
。

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团头乡汉族人口中
一

,
20

岁以前结婚的占90 % 以上
,

最小的只有 14 岁
,

、

16 岁

生孩子的已非个别现象
,

17
、

18 岁结婚的相当普遍
,

1朋么年至 19 8。年结婚者中正式领取结婚证 的 不 足

5 %
。

⑧陕 西 省 从 198 2年到 19 9 1年的 10 年间
,

早

婚率一直在匆%以上
,

陕南陕北尤其突出
,

陕南安

康市叶坪区 1 , 89年的结婚者中有 70 %属早婚
,

年龄

多在 16
、
灯岁

,

最小的只有 13 岁
。

④就全国而言
,

i , 。。年与 1 9 5 2年相比
,

1 5一 1 9岁女性人日中的已婚

比例由4
.

38 肠上升到 4
.

7 1写
,

15 一 21 岁男性人口中

的已婚比例由2
.

32 %上升到 6
.

5 1%
、 一

⑥

我国早婚人口目前主要有下述四个特征
:

1
.

从性别结构来看
,

男性多丁女性
。
1 9 9。年

,

15 一21 岁男性早婚人 口约为57 9万
,

15 一 19 岁女性早

婚人口约为27 6万
,

黑性是女性的 2
.

1倍
。

两性早婚

人口数差
,

主要是由于男性法定结婚年龄较女性提

高 2 岁所致
,

若按同年龄组计算
,

则 15 一 19 岁女性

早婚人口约比同年龄男性早婚人 口多 16 4万
。

⑥

2
.

从文化构成来说
,

主要为不识字和低文化

人口
。

根据 198 7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 资料
,

文
、

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者在 15 一21 岁男性早婚人口中

占40
。

99 %
,

在 15 一 19 岁女性早婚人日占79
.

“ %
。

3
。

就地区分布而言
,

主要集中在农村
。

19 9 0

年的入口普查表明
,

27 6万 1 5一 19 岁的女性阜婚 人

口中
,

农村女性占89
.

6 5%
,

镇女性占 3
.

55 %
,

城市

女性占6
.

80 %
:

579 万 15 一 2 1岁男性早婚人口中
,

农

村男性占8 7
.

8 1%
,

镇男性占 4
.

38 %
,

城市 男性占

7
。

8 1%
。

①

4
.

早婚人口在各民族间差别较大
。

据 1仑8 7年

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
,

在百万人口以上的民族 中

初婚年龄 , 5一 , 9岁年龄组的比重 ;以维吾尔族最高 i

占 56
。

7 5%
,

以朝鲜族最低
,

为 1了二8 4%
,

人口最多

的汉族居倒数第七位
,

为 2 6
.

7 2%
。

⑧
:

如果说达到法定婚龄而缔结的婚姻是一枚成熟

的果实
,

那么
,

尚未谙得婚姻真谛的少男少女的结

合
,

则是一枚未熟即食的苦涩之果
,
不仅给当事人

自身带来烦恼
,

而且也不利于社会发展和后代的舞

育`

从当事人自身来看
,
十几岁正是一个人一生身

心发育的重要时期
,

对生活和社会的认识都刚刚开

始
,

未成熟
,

缺乏独立承担生活重担的心理准备
,

① 《 198 5年中国人口年鉴》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8 阵
,

第267 页
。

`

② 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
: 《 199 0年中国社会统

计资料》
:

中阂统计出版社
,

19即年版
,

第37 页
。

⑧ 《 中国人口报》 198脾 10 月21 日
。

-

④ 王高利等
: 《 陕西省早婚现象透视》 ,

.

《 中国社
会报》 19 92 年 7 月 H日

。 户

⑥⑥⑦ 19 90年人口普查 10 写抽样资料
。

⑧ 需要指出的是
,

内蒙
、

新疆
、

西藏
、

宁夏四个自治区

结合少数民族婚姻习俗的实际情况
,

在执行 《婚
姻法

》
时对有些条款作了变更

,

其中规定
.

结婚
·

年龄
,

男不得早于二十周岁
,

女不得旱于十八周

钟



如果这个时候就糊里糊涂地做了新娘新郎
,

对个人

的身体和智力发展都不利
。

而且
,

由于夫妇都没有

脱离孩子气
,

独立生活能力都不强
,

势必容易为家务

琐事发生争吵
,

影响婚姻的质量
。

夫妇不睦则必然

影响孩子的成长和发育
,

使后代不能得到很好的教

育
,

影响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

早婚对女性的身体

损伤最大
,

医学研究表明
,

早婚早育和多产妇女的子

宫痛发病率比一般妇女高好几倍
,

也 比一般妇女易

患其它妇女病
。

尤其是那些 13
、

14 岁身体尚未发育成

熟就嫁作人妻的少女和被拐卖成婚的少女
,

其身心

受到的摧残更为严重
。

广西某县对 3 万 5 千名阜婚

妇女的调查
,

发现患有各种妇女病的占40 %以上
.

①

早婚对社会的危害更大
,

首先直接威胁计划生

育政策这一基本国策的贯彻执行
。

早婚导致早育
,

据有关部门测算
,

现在全国每年未达法定婚龄的早

婚者约占实际成婚总数的 20 %左右
,

全国每年因早

婚早育出生的婴儿约占新增人 口的 10 %
,

占计划外

出生人数的 1 / 5
。

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
,

我国 80 年代

末 15 一 19 岁女性人口数比 80 年代初减少了近 70万
,

然而该年龄段妇女所生育的孩子数量却大为增加
,

肉 38万人增加到 1 3 5万人
,

增长了 2
,
6倍

。

从早婚女

性生育胎次看
,

19 89年早婚母亲生育孩子中有 “ 万

为第二胎
,

这个数字是 198 1年相应数字的 6 倍
,

三

胎以上者几乎增长了近 10 倍
。

⑧这既加大 了人 口

出生的数量
,

加剧了人口出生高峰期的诸多矛盾
,

使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和人口控制目标难以

实乳 同时也编短了人口的世代间偏
,

影响到下一

个世纪的人口控制
,

贻害子孙后代
。

其次
,

一个地

区的早婚比重高还会引起彩 礼 上 涨
、

订
“
小亲”

(娃娃亲 ) 者增多等不良连锁反应
,

近几年来
,

在

“ 缝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 ,
10 来岁乃至 4

、
5

岁就定下亲事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

订亲早必然结婚

早
、

生育早
,

形成恶性循环
。

再次
,

由于早婚大都是

违背当事人意愿的由父母包办的婚姻
,

容易引起婚

婚破裂以及相关的刑事案件
。

1 9 9 1年仅陕西省就发

生多起因早婚引起的刑事案件
,

19 86年至 198 9年
,

该省耀县受理的 39 件离婚案中有 5 件 与 早婚有

关
。

④

到社会的鄙视
。

法律对婚姻的规定也是以象族为术

位
,

漠视当事人的意见
,

如《 明会典》就规定
.

’

声凡

嫁娶
,

皆由祖父母
、

父母主婚 , 祖父母
、

父母俱无者

从余亲主婚
” 。

唐朝
、

明朝和清朝的法律还规定
,

子

女即使远在异乡
,

也不得自己私自订婚
,

反抗家长

为他订的婚约
,

违反者要处以一百杖或八十杖
。

与

父母包办相伴生的是 “ 纳采
” 、 “

纳徽 ” 、

致送聘

礼
, “ 非受币不交不亲” 《礼记

·

曲礼》
,

没有过

聘礼的男女
,

不仅不交不亲
,

而且不能相见
。

新中国成立后
,

在法律上废除了封建的包办买

卖婚姻制度
,

确立了男女婚姻自由
、

尊重当事人意

愿的原则
,
包办买卖婚姻逐渐减少

,

但是一直没有

绝迹
,

现在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

1
.

订娃娃亲
,

亦即子女尚在孩提时期就由父

母订下终身大事
。

这是解放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

伯婚俗
,

解放后曾一度有所减少
,

但是 80 年代后又呈

上升趋势
。

据陕西省榆林妇联 19 8 5年调查
,

该县已

订婚人口中有 30 纬是父母包办订的婚
,

无其是北部

农村
,

80 %以上的 7
,

8 岁的女孩都由父母订了娃

娃亲
,

有的甚至是指腹为婚
。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

会学研究所 1仑8 7年对湖北省安陆市王义贞镇的调查

显示
,

已订亲者在。一 5岁人口中占 1
.

9纬
,

在 6一 13 岁

人口中占3 3
.

6%
。

⑥浙江省订娃娃亲的现象也比较

普遍
,

有关部门推算
,

加88 年该省农村未成年人口中
,

约有 10 %以上的人已由父母包办订下了娃娃亲
。

⑦

1 9 8 7年山东省乐陕市对本地区3 1 0 7名 8 一 14 岁少年

几童抽样调查发现
,

已订亲者占20
.

7%
,

该省商河县

东部贫困乡村
,

50 %以上的少年儿童由父母包办订

了亲
。

⑧尤其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
,
2 / 3以上的婚姻

是订小亲后缔结的
。

⑧随着订小亲的回潮
,

有些地

方还出现了抱养童养媳的现象
,

即经男女双方父母

《青海日报》 199 1年 7

《中国人口报》 1992 年
《新华每日电讯》 1993

月 26日
。

7 月 14日
。

年 2月 12 日
。

王高利等
: 《陕西省早婚现象

》 , 《
中国社会报》

19 92年 7 月14 日
。

映西省榆林县妇联
: 《包办买卖婚姻亚待制止》 ,

《婚姻与家庭》 19 85 年第 5期
。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编
: 《说不尽的话题 》 ,

第225

①②⑧④⑥⑥

二
、

包办买卖婚姻

在中国传统社会
, “
父母之命

,

媒约之言” 是婚

姻的一般原则
,

不是父母安排
、

媒约通言的婚姻则受

页
,

中国妇文出版社
,

198 8年
。

O 《 法制日报》 1989年 6 月29日
。

⑧ 《 中国人口报》 199 1年 3 日10 日
。

⑧ 陈柏 《贵州农村青年包办婚姻间题》 《青年研

究 》 19 89 年第 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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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走
,

男孩父母将对方所生女努抱到家中抚养
,

待

双方长大成人就让他们结婚
,

如安徽省肥东县路集

乡
,

198 1年至 1 9 89年有 6名童养媳成婚
,

1牙8。年时

还有尚未成婚的童养媳 10 余人
。

①

2
一

换亲
、

.

转亲
。

所谓换亲
,

即将女儿嫁给某

家蜘七子
,

又从某家娶回一个儿媳
,

两家获得的利益

相等
,

都是嫁出一个女儿娶回一们 L媳
,

不赔不赚
,

花费也少
。

以此形式涉及数家之间的换亲被叫做转

亲
。

在江苏省洒洪县
,

仅 10 8 5年土半年就发生了 2”

起换亲
、

转亲事件
。

②另据山东省荷泽地区妇联对

郸城
、

邻城
、

成武
、

巨野等 7个县市的调查
, 19 8 6年

登记结婚的青年有 62 428对
,

其中转亲
、

换亲的就有
1 7 9 7对

,

占结婚总数的 2
.
9 %

,

而且转亲牵扯面 越

来越广
, 4 转

、
6转

、
9 转已不足为奇

,
巨野县竟

出现了26 转亲
,

涉及到 2县
、

4 乡
、

23 个村
。

⑧在

安徽省
, 19 8 8年全省换亲的约有 5 4。。多人

,
约占全

省农村青年结婚总数的 6
。
4 %

。

④从转亲
、

换亲 的

年龄看
,

多是男方大女方小
,

大的相差 20 多岁 , 从自

身条件看
,
一般也是男方较差

,

不是相貌丑陋
,

就

是痴呆或有生理缺陷
。

在换亲
,

转亲中得到了利益

的都是儿子
,

作出了牺牲的都是女儿
,

没有一对父母

是为了女儿的利益而加入换亲
、

转亲行列的
。

他们

所以会不惜栖性女儿的幸福来为儿子娶亲
,

这里不

仅有传宗接代的封建传统在起作用
,

而且也有 “ 嫁

出的姑娘泼出的水
” 、 “

男尊女卑
”
这种封建意识

在作祟
。

3
.

借嫁女索取高额彩礼
。

在农村
,

父母包办

与 买 卖婚姻是一脉相承的两个痛瘤
,

父母包办多

与婚姆的买卖有关
,

而买卖婚姻又大都是父母或他

人包办的婚姻
。

由于男婚女嫁从夫居是农村的主要

婚姻方式
,

所以
,

男子继承财产并赡养父母
、

女子

出嫁而无赡养父母的责任仍是广泛通行的习俗
。

因

此
,

许多农村父母认为
,

辛辛苦苦把女儿养大
,
不

能白白送给别人
,

收回抚养费作为补偿是天经地义

的
。

有的父母在女儿出嫁时竟然从女儿出生的
“
尿

布费
”
算起

,

以各种名目向男方索要钱财
,

有的地

方的彩礼名目多达30 余种
。

特别是 1 9 7 9年经济改革

以后
,

农民的生活条件有了明显的好转
,

而彩礼的价

格也在年年上涨
。

在福建省清流县
,

19台1年的彩礼

总额平均为2 3 4 2元
,

20 52年上升到 2 960元
, 1 0 5 3年

为 306 8元
,

19 84年为 3 3 12元
,
1 98 5年涨到4 1 2 6元

。

⑤

在生活还不富裕的河北青龙县
、

宽城县农材
.

1 9 9 0

年的婚姆彩礼少则 2 0。。元
,

多则高达 120 00 元
,

苹

均 3 60。元左右
,

是当地一个普通农业劳动力年收人

的 3 倍以上
。

⑥

4
.

买亲
,

即从人贩子手中买女子为妻
。

把妇女

当作商品买卖的违法犯罪问题
,

在解放后曾一度销

声匿迹
,

但是自70 年代以来特别是在80 年代末
、

90 年

代初
,

又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

全国绝大部分省区都

出现了买卖妇女的现象
,

较为严重的省区有四川
、

河南
、

河北
、

广西
、

云南
、

贵州
、

湖南
、

山东
、

安

徽
、

福建
、

内蒙古等
。

从买卖对象看
,
不仅有农村

妇女
,

而且有城市女工
、

学生 , 不仅有汉族妇女
,

而且有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妇女 ,不仅有本国妇女
,

而且有非法入境的外国妇女 , 年龄最大的 50 多岁
,

年龄最小的仅 12
、

13 岁
。

妇女被卖的直接效用是与

男性缔结婚姻
,

其中除了一些自愿出卖自身的妇女

之外
,

相当部分是被迫当作商品出卖的
,

亦即人贩

子采取欺骗
、

利诱
、

胁迫等手段拐卖的
。

参与拐卖妇

女的人贩子绝大部分是农民
,

被拐卖的妇女也绝大

多
’

数被卖给农民为妻
,

一些调查材料表明
,

农村越是

贫困的地方
,

人贩子的活动越猖撅
,

一方面是拐骗希

望过富裕日子的年轻女子离家出走
,

另一方面则是

坑骗找对象困难的大龄未婚男子
。

1 9名。年以来全国

究竟有多少妇女被拐卖
,

没有准确的统计
,

但是各地

的一些调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

据近年经济发展比较迅速
、

生活相对富裕的山东省

统计
,

最近几十年流入山东省妇女约 8万人
,

其中有 3

万多人是被人贩从全国十几个省
、

市
、

自洽区拐卖进

来的
。

⑦ 19 8 3年至 1 989年流入江苏徐州各县的妇女

有 4 万余名
,

其中近 14/ 是被拐骗来 的
。

⑧ 《人 民

日报》 1 0 8 9年 12月 4 日披露
,

近年来在流入安徽怀

远号的约 2
.

6万名外地妇女中
,

大多数是被拐骗的

受害者
。

在安徽宿县地区
,

」

1马的年至生始承年被拐卖

《农民日报 》 1989 年 n 月24 日
。

《 中国妇女报》 1985 年 9 月25日
。

②①

⑧
一

艺《文摘报》 19 8 7年 2月 26 日
。

④ 《农民 日报》 1 989 年 11 月 24 日
。

⑤
’

张艳华等
: 《高额彩礼成为农民负担》

,

《 中国

妇女 》 1986年第12期
。

⑥ 《农民日报 》 1990 年 4 月12 日
。

① 庄平
: 《关于我国买卖妇女社会现象的分析》

,

《社会学研究》 199 1年第 5 期
。

⑧ 何国权
: 《 拐卖人口透视》 , 《安徽人口》 19 90年

第 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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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的妇女就有 3 2 6 32名
。

①更令人忧心的 是
,

一

些农民和农村干部并不认为买卖妇女违反国法
,

他

们认为
,

一方愿买
,

一方愿卖
,

合情合理合法
。

有

些农村于部不仅对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听之任之
,

而且认为拐进来的妇女解决了本地大男的 婚 姻 问

题
,

是
“
成人之美

” 、 “
办好事

” ,

不仅不配合公

秀人员解救被拐卖妇女
,

而且包庇
、

袒护人贩子和

买主 、 甚至和落后群众一起围攻
、

谩骂
、

殴打
、

绑

架解救被拐卖妇女的公安人员
。

一 由上可见
,

包办买卖婚姻牺牲的多是女性的利

益
,

如果说男女性别比的失调和重男轻女
、

传宗接

代的封建意识是包办买卖婚姻赖以存在的社 会基

础
,

那么
,

经济的贫困和区域之间的巨大差别则是

锋办买卖婚姻无法绝迹的深厚物质基础
。

在贫困的

捉弄下
,

女性成了长期畅销的活通货
,

父母为了解

决儿子的婚事以女换钱
、

以女换亲
、

以钱买亲
,

并

由此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
`

首先
,

.

包办买卖婚姻严重地干涉了年轻一代的

泌姻自由
,

不仅毁掉了他们一生的幸福
,

而且是导致

青年自杀的重要原因
·

特别是那些被订了娃娃亲的

孩子
,

年幼时在学校里整天受同学的嘲讽
,

学习成

绩下降
,

一

自尊心受到伤害
,

有的人只好中途辍学
,

也有的势家怕女孩远走高飞
,

想方设法阻止她们上
_

学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年轻人开始以各种方式反抗父

母包办的婚姻
,

一些人要求退婚
,

退婚不成者往往会

产生悲观厌世的情绪
,

走上自杀的道路
。

浙江省泰

顺县 1 9吕5年非正常死亡 72 人
,

其中绝大多数是因订

娃娃亲引起的纠纷而自杀的
。

② 1 9 9 2年 11 月
,

何南

省夏邑县某乡的女青年彭某的父母强追她与比她大

18 岁的痴呆男子结婚以为其兄换嫂
,

彭某走投无路
,

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一头跳人20 米深的机井
。

⑧陕

酉省一农村女青年和本村一男青年相爱
,

但拗不过

父母强行包办的婚姻
,

两次出逃未成
,

最后双双上

吊自杀
。

其次
,

包办买卖婚烟将性情不和的男女强扭在

一起
,

婚姻很难甜美
。

浙江省瑞安县 19 8 5年调解婚姻

案有 1 3 1 5件
,

其中因订小亲闹纠纷的占7 0%
。

④19 68

年贵州省各级妇联接待为婚姻向题来访人 员 1 77 01

户
、

次
,

其中因包办婚姻而上访的占29 %
。

⑥有人对山

东临沐县 1 8。起65 0人的转
、

换婚姻走访调查发现
,

夫

妻感情较好的仅占 10 %
,

迫于家庭压力迁就凑合的

占75 纬 ,
夫妻感情濒于破裂的占1 5%

, ⑥尤其是转亲

者一转数家
,

一家不睦
,

数家不安
,

一对闹离婿
, :

’

数对皆要离
,

引易连锁反应
。

如山东省洒水县泉林

区马家庄乡的一件离婚案
,

由于是转亲而导致 3 个

县 11 个村的 12 对夫妇也提出离婚
,

经过有关部门三

番五次地做工作
,

才使其中的 9 对夫妇撤诉
,

其余
3对调解无效后判离婚

。

夫妻长期不睦还会引起凶杀

等刑事案件的发生
。

有的丈夫认为
,

娶来的媳妇买

来的马
,

任我骑来任我打
,

肆意虐待妻子
,

当这种虐

待超过女性心理和肉体承受的极限时
,

女性就会挺

而走险
,

反抗虐待她的对手
。

贵州一位妇女 16 岁时

在父母的强迫下嫁给了一个比她年长一倍的男子为

妻
,

婚后忍受不了丈夫的虐待
,

多次逃跑
,

均被丈夫

带人追回打得死去活来
,

并被用加石锁的铁链捆绑

起来关在阴暗
、

潮湿不见阳光的小屋里长达 3年之

久
。

她多次提出离婚
,

丈夫的回答则是变本加厉地虐

待
,

万般无奈下
,

便乘丈夫生病之机用农药将其毒

死
,

然后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

第三 , 包办买卖婚姻影响社会的安定
。

农村的

一些地方十分重视私订的婚约
,

无论姑娘还是小伙
,

若被对方毁了亲
,

名誉都会受到损害
,

因此
,

一旦

一方提出毁约
,

亲家就变成了怨家
,

恋人就变成了

仇人
。

如果女方先提出解除婚约或离婚
,

男方往往

向女方索取 农名誉损失费
” 、 “

青春赔偿费
, 、 “

劳

动补偿费 ” 等等名目繁多的费用
,

由此
`

而 引起 的
“
打冤家

” 、 “
砸破庙

”
和毒打

、

侮辱女青年的事

件也时有发生
。

19 93年 2 月 24 日的 《光明日报》 报

道了这样一件荒唐事
:

20 年前
,

河南省夏邑县大平

乡的韩明义
、

辛保同同时因病住院成了了亲密的病

友
,

而双方的妻子又都怀了孕
,

为使友谊 地 久 夭

长
,

两对夫妻指腹为婚
。

韩妻
、

辛妻先后生下女儿

和儿子
,

随着时光的流逝
,

韩的女儿出落得越发标

致
,

在县城学裁剪
,
并有了男朋友

,

而辛的.I] 子从

小贪玩
, 6 岁时从树上摔下来成了残疾

。
1 9 92年 5

① 陈荣升
: 《
解救受害妇女

,

保护无辜儿童
, , 《社

会 》 1990年第 g 期
。

② 绿苗
: 《浙江部分农村订小亲严重》

, 《婚姻与

家庭》 1987 年第 3期
。

⑧ 《中国社会报 》 19 92年 12 月22 日
。

④ 绿茵
: 《浙江部分农村订小亲严重》 , 《婚姻与

家庭》 1987年第 3期
。

⑥ 陈柏
: 《
贵州农村青年订小亲严重

》 , 《青年研究
》

1989年第 1期
。

甲 《衣民日报》 199 1年 8 日2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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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辛保同领着破脚儿子到翰家
,

请韩明义挑选良

辰吉日以了却20 年前的 “ 婚约
” ,

韩看着踱脚女婿

心中苦不堪言
,

但想起婚约是自己提出来的又无可

奈何
。

在父亲的逼迫下
, 1 9 9 2年 10 月 1 日韩姑娘到

辛家 “ 走亲戚
” ,

辛保同见韩姑娘对儿子的态度冷

淡
、

唯恐婚事有变
,

便指令家人一边将她扣留一边

操办婚礼
,

当夜
,

辛保同伙同妻子
、

女儿
、

女婿将

韩姑娘按在床上
,

令其跋脚儿子辛家林当众强奸韩

姑娘
,

企图造成事实上的婚姻
。

消息传到韩家
,

韩

阻又捶胸顿足
,

再也不顾
“
兄弟

”
之情向派出所报

了案
.

夏邑县人民法院对犯有强奸罪的 主 犯 辛 家

林
,

从犯辛保同夫妇及其女 儿
、

女婿分别判处有期

徒刑 10 年至 5 年
。

湖北某地农村一位 16 岁的女青

年被父母包办订了婚
,

男方怕夜长梦多
,

通过各种

不正当的关系背着女方骗取了结婚证
,

女方以死相

拒坚决不结婚
,

男方恼羞成怒
,

带领族人将女方家

庭财产洗劫一空
,

并将其房屋拆毁
,

自己也因触犯

法律被判刑入狱
。

在湖南兴化市农村
, 1 9 9。年共发

由婚约纠纷 2 456起
,

经调解有 2 3 0 8起解除了婚约
,

但是也有一些婚约纠纷因未得到及时
、

有效
、

合法

的处翼而转化为刑事案件
,

仅 19 88年至 19 9。年三年

中就发生这类案件2 00 多起
。

①
`

第四
,

包办买卖婚姻的盛行也给人贩子造成可

乘之机子对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
。 ·

7。年代以来
,

公安机关多次对拐卖妇女的犯罪

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
,

并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解救

被拐卖妇女
,

但是这种犯罪活动却屡禁不止
,

且有

愈演愈烈之势
,

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有农村这个庞

大的买方市场的存在
。

可以说
,

只要农村还有包办

买卖婚姻
,

拐卖妇女的犯罪活动就不会绝迹
。

`

第五
,

包办买卖婚姻也是导致早婚
、

早育
、

结

婚不登记间题的重要原因
。

父母包办的婚姻往在订

婚早
.

从订婚到结婚要经过若干年
,

在这段时间
,

男方家庭经常为女方花钱
,
又担心夜长梦多

,
于是

千方百计地让孩子早结婚
。

早婚的人知道自己未到

结婚年龄
,

登记通不过
,

就干脆不去办手续
。

湖北省

松滋甚民政局 19 92年 9 月对街河市镇 1 990 年 1月至

1 9 9 2年 8 月的结婚状况进行了调查
,

发现无证结婚

者占成婚总数的 3 5
.

8 % , 而早婚又占无证结婚者的

44 %
。

②结婚早必然导致生育早
,

有一个女青年 16 岁

结婚
,

还不到 20 岁就生了三个孩子
。

有 的 妇 女 刚

刚 3 0多岁就当了奶奶
。

越是包办买家婚姻盛行的地

区
,

早婚早育的妇女就越多
。

第六
,

包办买卖婚姻还容易导致重婚案件的发

生
。

198 4年
,

安徽省肥东县发生了 21 起重婚案
,
重

婚者都是农民
,

有 10件是因包办买卖婚姻所致
,

其

中父母逼迫成婚 7件
,

换亲的 2 件
,

拐卖成婚的 1

件
。

⑧

第七
,

包办买卖婚姻加重农民家庭生活负担
,

阻碍农村经济发展
。

安徽省固镇县 19 8 9年对买卖的

3 59 户农民进行调查时发现
,

属于自筹资金买妻的有

8 6户
,

借贷买妻的有 2” 户
,

共花买妻 款洲 6 6 0 0元石 一——负债率达7 6%
。

该县石湖乡农民石怀营三次买妻花

钱8 0。。元
,

三次买来的妻子都跑掉了
,

人财两空
,

石怀营一气之下自杀身亡
。

④还有一些家庭因彩礼

支出过多债台高筑
,

致使新婚夫妻反目
,

翁婿成仇
,

婆媳不和
。

三
、

重婚纳妾

从很早的时代起
,

中国就建立了一夫一妻制度
,

既禁止一妻多夫
,

也禁止一夫同时拥有多个地位相

同的妻子
,

尽管有些权势者从个人的利益出发
,

无

视宗法礼教的制约
,

致使并后
、

双娶
、

二嫡的现象

时有发生
,

但是一夫一妻制始终是中国婚姻的主流`

同时
,

作为这种婚制的补充
,

殷商时代又形成了完

备的嫡庶有别的妻妾制
,

以多妾来满足男性对女性

的占有欲
,

维护男权的统治
,

从殷商至民国
,

政权多

次更迭
,

但是都没有改变这种基于宗法文化的婚姻

模式
,

直到巾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才从法律上
、

政

治上
、

道德上彻底否定了纳妾制度
,

实现了真正的

一夫一妻制
。

新中国的婚姻法明确规定
,
一个男人

只能有一个妻子
,

一个女人只能有一个丈夫
,

凡有

配偶而与他人成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

行为
,

都构成了重婚
。

重婚与通奸的主要区别在于
:

重婚有比较固定的生活环境和较长的同居时间
。

重

婚行为不仅违反婚姻法
,

而且是触犯刑律的犯罪行

为
。

《刑法》 第 180 条规定
,

对重婚罪判处二年 以

《农民 日报 》 1991 日 3 月 4 日
。

《 中国妇女报》 19 92年 11 月 6 日
。

项光荣: 《关于重婚向题的调查与五考》
, 《中

国妇女报》 19 85年 9月2 5日。

《农民日报》 1邻 9年 n 月24 日,

①②⑧印

料



乍有期徒刊或拘役
。

就社会意识而言
,

经过 40 余年
`

的 心婚姻法》 宣传
,

一夫一妻的思想已扎根于民众

之中、 重婚纳妾的行为为人们所鄙视
。

尽管如此
,

仍不时有人明知故犯
,

践踏法律和社会道德
。

尤其

是 19传年以后
,

随着生活的富裕
,

重婚纳妾这一旧

时代的沉渣又有泛起之势
,

在城乡都有出现
,

沿海

富裕地区和农村较为严重
。

据全国最高人民法院统

计
,

重婚罪占妨碍婚姻家庭罪 (除重婚外
,

还包括暴

力千涉婚姻 自由
、

破坏军婚
、

虐待
、

遗弃
、

拐骗儿童

等 ) 的比重 19 8 3年为 6 3
.

4 7 %
,

19 8 5年为 6 7
.

, 8%
,

功。 o年为 75
.

35%
, 1 9 9 2年为7 6

.

0 7%
。

造成重婚的

原因也比过去复杂
,

归纳起来
,

主要有以下几种
:

`

1
.

因经济地位变化导致的重婚
。

犯罪者多为

富裕农民
、

城乡个体户
、

建筑承包商
、

供销采购人

员等
。

经济改革使城乡涌现出了一批腰缠万贯的大
“
款

” 。

与此同时
, “

妾
”
这具封建僵尸也借着金

钱的力量开始还魂
,

有的人因经商往来于全国各地
,

便不管家乡已有妻室儿女的事实
,

在异地以金钱开

路另寻新欢
。

河北廊坊市安次区检查院 19 8 8年至

1 9 9 1年 6月共受理 19 件重婚案
,

涉及的 32 名重婚犯

人中有 28 名系流动人口
,

占总数的 87 %
。

也有人干

恤在家乡明目张胆地纳妾
,

逼迫妻妾同居一房
,

而当

事者的妻子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竟忍气吞声
,
一些

好逸恶劳
,

贪图享受的女子明知对方已婚
,

也心甘

情愿地做人家的妾
,

成了重婚同案犯
。

-

2
.

因社会地位变化导致的重婚
。

犯罪者多为

因工作变动而夫妻两地分居者
,

如在农村参军后来

复员到城市工作的人
,

或因上大学
、

读布院生等而离
开家乡的人

,

随着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变化
,

感情

发生变异
,

结识了新的恋人
,
又不便与原配离婚

,

或原来的妻子坚决不肯离婚
,

只好采取欺骗的手段

与新恋人结婚
,

造成重婚
。

3一 因离婚难而导致的重婚
。

多发生在农村
,

而且与包办婚姻密切相关
。

如前所述
,

包办婚姻大

都是违反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意愿的强制性结合
,

被

包办者不满意婚后的生活
,

想要离婚又离不成时
,

就容易产生重婚问题
。

辽宁省妇联 1。仑8年对沈阳第

一劳改管教大队 (女监 ) 在押女犯中重婚犯罪的情

况进行了调查 , 发现重婚犯罪人数占投监改造总人

数的 16 %
,

其中农村妇女占重婚犯罪总数的 93 %
,

困离婚难而导致的重婚犯罪约占70 %左右
。

②目前

农村妇女提出离婚主募舍受到三方面的阻碍
。
一是

宗族
、

亲友的干涉
,

二是来自
“
好心

”
干部无休止

的调解
,

三是法院久拖不决
。

要求离婚的妇女回婆

家怕丈夫打
,

回娘家又不留
,

失去生活来源
,

无奈

另找靠山
,

导致重婚
。

4
.

因缺乏法津意识而导致的重婚
,

犯罪者多

为低文化的农民
。

如有些夫妻协议离婚
,

不是到婚

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
,

而是模仿传统戏剧中的

情节
,

俩人各执一份
“
休书

” ,

上面写着
`

懊婚女

嫁
,

今后各不相干
,

互不追究
” ,

然后各自再婚
,

造成重婚
。

也有的妇女与丈夫性情不合或贪图某地

的优越生活条件
,

便只身一人离家出走
,

到另一地

隐瞒婚史
,

与一些家庭或自身条件差
、

长期打光棍

或丧偶后难以续弦的鳃夫重婚
。

如浙江省桐乡县对

198 7年后进入的外来妇女进行调查时
,

就发现有 39

人在原籍有配偶
,

未办离婚手续又与桐乡县的农民

入了洞房
。

⑧

5
.

因被拐卖而造成的重婚
,

多为农村妇女
,

这些妇女有的是被人贩子欺骗卖作人妻的
,

有的是

被人贩子绑架后卖作人妻的
。

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对 500 名被拐卖妇女的调查
,

在原籍有配偶的 就

有 2 02 人
, ④占被调查者的 4 0

.

4%
。

6
.

丈夫有病
、

懒惰或无致富技能
,

家庭生活

困难
,

自愿引诱妻子招夫 (俗称
“
拉帮套

”
)

,

导

致妇女重婚犯罪
。

黑龙江省妇联 1 9 8 6年对全国 6 省

9 个地区 23 个村进行农村婚姻家庭抽样调查时
,

发

现了 13 起这样的重婚案件
。

⑤

了
。

为传宗接代
“
典妻

”
而造成的重婚

。

所谓
“
典妻

” ,

即甲男的妻子因生理障碍或其他原因不

能生子
,

租借乙男的妻子一年或两年到 甲男 的 家

庭
,

为甲男生子
,

待为甲男养子断奶后返回乙男家

庭
,

甲男付给乙男家庭现金若干
。

这种以金钱交易

妇女生育功能的现象
,

旧社会曾盛行于浙
、

闽农村地

区
,

近几年在沿海地区农村
、

城市又有出现
。

也有

① 《河北日报》 1991年 9 月29日
。

② 辽宁省妇联
: 《她们为啥犯重婚罪》

, 《婚姻与

家庭》 1988 年第 4期
。

③ 徐天琪等
: 《浙江外来女性人口探析》

,

《人口

学刊》 19 92年第 2期
。

④ 孙元华主编
: 《婚姻继承法新论》

,

群众出版社

1992年
,

策 54页
。

⑤ 张一兵等
: 《 裂与变》

,

黑龙江出版社
,

198眸
第7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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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情况是妻子虽然有生育能力
,

但是只生女儿不

生儿子
,

丈夫为续
“
香火

”
而重婚

,

或丈夫无生育

能力
,

为
“
借种

”
传代而唆使妻子重婚

。

8
。

因失妻长期分居而引发的重婚
。

这种重婚

犯
~

蕊瞬原来夫妻感情较好
,

但是由于一方从军
、

出

自
、

外出经商做工或在异地工作
,

俩人长期分居
,

感情浑渐淡漠
,

一方忍受不了孤单寂寞的生活移情

别恋 , 导致重婚
。

总之
,

目前重婚犯罪的原因复杂多样
,

既有贪

图享受
、

追求腐朽生活的重婚犯
,

也有包办买卖婚

姻的受害者
,

既有公然践踏法律的明知故犯者
,

也

有对法律一无所知的法盲
。

有的使人僧恶
,

有的令

人同情
。

但是
,

无论怎样的原因
,

他们的行为都是

对一夫一妻婚姻家庭制度的破坏
。

重婚犯罪破坏了

正常的婚姻家庭关系
,

影响社会生活秩序和道德风

尚
,

腐蚀人们的灵魂
,

不仅给配偶
、

子女带来痛苦
,

而且还会引起人身纠纷
、

经济纠纷以及其他刑事犯

罪
,

如虐待
、

遗弃
、

破坏军婚
、

凶杀等等
,

直接威

胁社会的安全
。

当然
,
重婚者自己最终也常常自食

苦果
。

不过
,

值得注意的是
,

由于流动人口中的重

婚较为隐蔽
、

难于发现
,

加上某些基层公安机关执

法不严
,

对重婚采取
“
民不举

、

宫不纠
”
的态度

,

现在仍有相当多的重婚者逍遥法外
,

尚未得到应有

的纠正和法律制裁
。

四
、

近亲给姗和违反疾病禁恩的姆姻

人口素质
,

亦称人口质量
,

包括人口的身体素

质
、

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三个方面
,
它反映了人口

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
,

具有社会

和生物两种属性
·

其中
,

与人的体质和智力有关
、

受先天遗传因素制约的生物属性
,

是人口质量发展

的自然基础
。

遗传是遗传病的发病原因
,

近亲结婚即

是遗传病发病的重要媒介之一
。

根据国际卫生组织

的调查
,
近亲结婚后代遗传病的发病率几乎比非近

亲结婚后代的发病率高 15 0倍 , 近 亲 结婚子女的死

亡率为 80 阶
,

而非近亲结婚子女的死亡率仅为 24 编
,

前者比后者高 2 倍多
。

遗传病患者结婚也是传播遗

传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

从医学角度看
,

如果父母一

方携带显性致病基因
,

后代就立即出现遗传病 , 如

果父母一方携带隐性致病基因
,

后代虽然不会马上

产生遗传病
,

但是到了第二代也会出现遗传病
,
即

稿代遗传
。

为了减少遗传病在我国的发生和艾延
,

19 8 1年 艰婚姻法》 第 6 条第 1款规定 些直系血亲和

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
禁止结婚

。

所谓直系血亲是

指具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亲属
,

即生育自己和自己所

生育的上下各代亲属
。

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
即除

直系血亲以外出自同一祖父母
、

外祖父母的血亲
,

包括
:

(一 ) 兄弟姊妹
,

包括同父异母
、

同母异父
、

同父同母的兄弟姊妹 , (二 ) 伯叔
、

姑与侄
,

侄女
,

舞
、

姨与甥
、

甥女多 (三 ) 堂兄弟姊妹
、

表兄弟姊

妹等
。

该法第 6 条第 2款规定
“
患麻风病未经治愈

或患其他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
者不得

结婚
。

这里禁忌的疾病除了尚未治愈的麻风病以外
,

,’ 其他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
目前一般主

要有两种
: (一 ) 精神方面的疾病

,

如精神病
、

白

痴
、

精神耗弱等
,

这些人由于存在精神障碍 , 通常

不能正确辨认和理解周围的事物
,

也不能意识到自

己的行为的法律后果
,

无法正确表达自己的意识和

感情
,

甚至生活都不能 自理
,

所以禁止 其 结 婚 ,

(二 ) 重大不治的传染病和遗传性疾病
,

如未治愈

的性病等
,

这种人结婚将会扩大疾病的传染面
,

给

他人带来痛苦
,

因此也禁止他们结婚
。

为了防止患

有法律禁止结婚的疾病的人结婚
,
1 9 8 6年 9 月 1日

,

民政部
、

卫生部还曾联合发出
“
关于婚前健康检查

问题的通知
” ,

规定
: “

婚姻登记机关在办理结婚

登记时
,

应要求当事人出具 《婚姻登记办法》 规定

的禁止结婚疾病的检查证明
” 。

但是
,
由于传统婚俗的影响

、

经济文化的落后

和 《婚姻法》 贯彻的不力
,

我国的近亲结婚率目前

仍达 1
。
5%

,

远远高于欧美的。 .

1一。
。

5%的比率
,

少

数民族地区的情况更为严重
。

贵州医学院以汉
、

蒙
、

回
、

藏等3。多个民族的 7 1 7了9对夫妇为对象 的调杳

表明
,

近亲率达 7
。
5%

,

最高的是四川省的傈僳族
,

竟达58
。

19 %
。

①云南有关部门 1 9 8 2年 和 19 85 年对

云南 9个民族 (傣
、

哈尼
、

彝
、

布朗
、

基诺
、

拉枯
、

苦聪
、

回
、

汉 ) 1 1 5 8 9对夫妇的调查发现
, 9个民族

的平均近亲结婚率为 7
.

6写
,

并有如下三个特征
.

丈一 ) 城乡之间
、

各民族与各地区之间
,
近亲结婚

率有明显差异
。

从城乡来看
,

农村的近亲结婚率为

8
。
4%

,

城镇的近亲结婚率为 1
.

3%
; 在各民族中

,

汉族的近亲结婚率最低
,

为 3
.

2 %
,

苦聪人 的近亲

① 王若毅: 《 近亲婚配的悲哀》
,

《社会》 1头沁年

第 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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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率最高
,

为 3 1
.

6 % ; 就地区而言
,

交通便利
、

经济富裕
,

文化水平较高的民族杂居地区
,

近亲结

婚率较低
,

反之则较高
,

如近亲结婚率最高的苦聪

人
,

世代居住在哀牢山等高海拔山区
,

交通不便
,

形成大大小小的自然隔离群
,

有近亲结婚的风俗
,

当地群众相信
: “

亲亲戚戚好说话
,

表兄表妹好成

亲
” 。

(二 ) 许多民族的近亲结婚率均 较国 内发

达地区同一民族高
,

平均近交系数也较 国 内发 达

地区同二民族高
,

即使平均近交系数最 低 的 汉 族

( o
。
0 0 1勺3苏)

,

也明显高于北京城区 ( 0
.

0 0 0 3 2 9 )
、

湖北宜昌市 (0
.

0 0 0 6 56) 以及新疆沙湾地区的汉族

(0
.

00 0 6 6 4 )的平均近交系数
。

(三 )姑舅亲
、

倒姑舅
、

两姨亲等占近亲结婚总数的84
.

7%
,

特别是哈尼
、

布

朗
、

苦滤
、

傣和彝 5 个民族
,

倒姑舅的比例很高
,

这与

其舅家娶姑姑的女儿有优先权的风俗密切相关
。

①

除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之外
,

内地的一些经济文

化落后
、

人口流动不大的穷乡僻壤
,

近亲结婚率也

相当高
。

沏北省英山县 19 8 7年调查的 12 1 2名 45 岁以

下已婚妇女中
,
近亲结婚者占6

.
2 7% ; 1 9 8 3年湖北

.

袱安县卫生局对 5 1个村的 2 8 8 53 名已婚者进 行 了调

查
,

发现近系结婚者 1 2 5。人
,

占被调查已婚者总数

的 4
.

33 %
。

②安徽省霍丘县陈埠乡 1 9 8 7年上半年结

婚的91 对夫妇中
,

属近亲结婚的就有 13 对
,

占成婚

总数的 14
.

3%
。

⑧

近亲结婚往往给后代带来恶果
。

据陕西省佛坪

县调查
,

该地区低能人口中有 20 % 以上系近亲结婚

所致
。

陕西省平利县女蜗山乡痴
、

呆
、

傻88 人中
,

因近亲婚配造成的先天愚型患者 25 人
,

古 2 8
。

4%
。

④

江苏省对某县54 万人的调查
,

发现近亲结婚者 3 3 5 5

对
,

所生子女 5 2 2 7人
,

其中智力低下
、

痴呆
、

四肢

缺陷者1 8 8 0多人
,

占 3 5
.

9 7%
,

比同地区非近亲结婚

所生子女患同类病的高出145 倍
。

⑤湖 南 省湘 潭市

妇联对 6 个乡3 4个村的调查也发现 12 1对近 亲结婚

者
,

占已婚夫妇总数的 1
.

25 %
,

这 12 1 对近 亲结婚

者共有第一代子女3 02 人
,

其中98 人患遗传性疾病
,

占32
.

4 4%
。

近亲结婚还祸及第二代子女
。

如湘潭市

某中学一对近亲夫妇生育三胎
,

其中两个女儿均为

智力低下者
,

表情正常的儿子与一健康女子结婚后
,

生育三胎均为严重畸形
。

⑥因一曲民歌 《达坂城的

姑娘》 而闻名遐迩的新疆达坂城
, 200 多年 前 清政

府从陕甘宁各地移民到此屯垦
,

血缘很远的移民间

的相互通婚曾造就了不少漂亮的姑娘: 然而
,

由于

这里交通闭塞
,

加之一些移民的后 代 盛 行 近亲姑

婚
,

遂使人口自然素质下降
,

痴呆的傻姑娘已随处

可遇
.

据达坂城 1 986 年普查
,

近亲结婚率为 10 , 以

上
, 1 9 9 1年

,

仅东沟乡和西沟乡就有五类残疾 人
2。名

,

大多数是近亲结婚的夫妻所生
。

如东 沟 乡

的近亲结婚率达 1 1
、

2%
,

西沟乡雷家 沟 J队的部

分家庭上溯 6 代拥有共同的祖先
,

近亲 婚 配 率 达

3 4
。

4 5纬
。

⑦

遗传病患者结婚的后果也十分严重
·

尽管 《婚

姻法》 对婚姻的疾病禁忌做了明确规定
,

但是执行

起来却很困难
。

一些父母生了呆傻孩子
,

仍然坚持
“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 ,

煞费苦心地帮孩子成婚
。

家居城市的以帮助找工作
、

帮助办城市户口为诱饵
,

从农村给孩子找对象
。

如某市一工厂厂长的儿子是

个身高一米二的弱智人
,

城里找不到对象
,

只好将

“ 丘比特之箭
”
射向农村

,

很快便射中一位身高正

常
、

相貌端正的村姑
,

三个月后
“
喜结良缘

” 。

家

居农村的富裕户仗着财大气粗
,

也不愁痴儿像女结

不成婚
。

既无权又无钱的父母也有办法
,

专门找也

有呆傻孩子的人家结亲
,

两家不赔不赚
,

既解决了

子女的婚姻问题
,

传宗接代也有了指望
。

例如
,

安

徽省岳西县来榜区有 8 70 名痴呆病人
,

`

其中 n 7对相

互婚配
,

并生育子女 1洲人
,

其中痴呆者63 人
,

占生

育子女数的 31
、

66 %
。

⑧

还有些父母
,

自己的孩子得了精神病
,

却误 以

为是
“
花痴

” ,

相信结了婚冲一冲就会好
,

子是绞

尽脑汁地为孩子找对象
,

实在找不到正常人就也找

个所谓的

克掉病魔
。

“
花痴

” ,

期待通过两个
“
花痴

”
的结合

更令人担忧的是
, 由于我国男女性别比的不平

衡
,

农村那些过了结婚适龄期的大龄未婚男子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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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着几乎无偶可寻的困境
, 不得不放弃对女方的各

种要求
,

很多人都饱着只要能找个女的结上婚就行

的态度
,

因此
,

无论是有残疾的姑娘
,

还是呆傻或精

神不正常的女子
,

都有人去提亲
。

在河北省康保县
,

有一个被天山包围着的偏僻而贫穷的南流水乡
,

因

为贫穷
,

当地的姑娘纷纷外嫁
,

而外面的姑娘又要

不进来
, 1 9 8 5年

,

全乡22 岁以上的未婚 男 性有 262

人
,

同龄的未婚女性只有20 人
,

结果
,

一位健康的男

子娶了一个有精神病的女子
,

结婚时是用绳子把她

捆来的
。

也有人娶的媳妇是白痴
。

类似这样的夫妻全

乡有20 多对
。

这些女子结婚后
,

生了孩子也不会养
,

有的需要别人抱着奶孩子
,

有的睡觉时活活把孩子

压死
,

还有人用开水给孩子洗澡
,

把孩子生生烫死
·

,’’ 二

那些侥幸活下来的孩子身心健康的也不多
,

有

的快 10 岁了才会走路①
。

.

.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

养活一个痴呆人或一个精

神病人
,

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压力
,

还要承受无法

言说的精神折磨和痛苦
。

辽宁凤城县一位 7 5岁的农

村老姐
,

本是到了应该享受子女尽孝的年龄
,

却仍

在为自己因近亲结婚而生育 的 4 个成年痴呆儿女

终日操劳
。

江苏省的一位近亲结婚的受害者悔恨方

端地说
: “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农家人

,

20 年前
,

在

.’$ 上加耪更亲
,

观念的影响下
,

与 表妹结 了

婚
。

婚后生下一个男孩
,

我们全家很高兴
。

可是过

了一段时间
,

我发现小孩的头始终歪向一边
,

抬不

鹉来
,

老是傻笑
。

抱到医院一看
,

医生说是痴呆
,

无法医治
。

我的心一下就凉透了
。

妻子劝我说
,

我

们再生一个看着
,

就这样
,

第二个孩子又出世了
,

仍是白痴
。

我和妻子一面怨命苦
,

一面仍不死心
,

到处求神占卜
,

烧香许愿
,

并听信风水先生的话
,

重砌了房子
,

迁了祖坟
,

祈望时来运转
,

生一个全

全美美的儿子
。

谁知生下的却又是一个短膀残疾儿
。

看着三个残疾孩子
,

我和妻子彻底绝望了
,

眼泪不

知流了多少
。

亲友的再三劝说
,

才使我们鼓气起生活

的勇气
。

可抚育孩子的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

工余饭后
,

时常叹息自己命苦
。 ”

山东省莱州市某

镇的一对农村夫妇的命运更惨
,

他们有个19 岁的儿

子在读初中时即已显露出精神病症状
,

但是他们怕

被别人知道将来娶不上媳妇
,

也不给他医治
,

_

结果

儿子的病越来越重
,

一天夜里大发作
,
用铁管子将

父亲打死
,

将母亲打成重伤
,

最后点上一把火将房

屋
、

家具
、

粮食等统统烧毁了
。

近亲结婚和违反疾病禁忌的婚姻也给社会发展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

据有关部门统计
,
目前我国有

视力
、

听力
、

语言
、

智力
、

肢体五类残疾人约 52。。

余万
,

先天残疾占20 % , 14 岁以下残疾人有 8 17 万
,

其中先夭残疾占5 1
.

3% , 患有各种遗传病患 者 约

2 2。。多万 , 在 3 亿多儿童中
,

智力低下者约有 1 00 0

多万
,

痴
、

果
、

傻儿约 400 多万 , 而且每年还有近 3 5

万缺陷儿出生
。

全国有五类残疾人的家庭占家庭总

数的 18
.

1%
, ②这种家庭的生活多数处于贫困状态

,

为了救助这些家庭
,

国家耗费了大量钱财
。

有关部

门在辽宁省本溪市调查出的697 户有痴
、

呆
、

傻人的

家庭中
,

有 526 户靠国家救济度 日
,

年救济金达 7 9。。 0

余元
,

除了救济以外
,

村里还要帮他们盖房
,

花钱

雇人从春耕到秋收
、

从种子到化肥替他 们 一 包到

底
。 ⑧甘肃省有痴

、

呆
、

傻人 26 万多
,

政府每年用

于他们的救济粮多达 4 0 0。多万 公 斤
,

各种 补助款
1 40 0多万元

。

④在陕西省和湖北省
,

一些地区每年

发放的救济款中
,

70 吓左右用于痴
、

呆
、

残
、

盲等

特困户身上
。

由于这些家庭的成员能力低下
,

政府

的帮助往往只起到输血的作用
,

而达不到提高自身

造血功能的目的
,

成了一个填不完的无底洞
。

另外
,

农村一些患有痴呆病的妇女往在多胎生育
,

成为计

划生育工作的一个死角
。

五
、

私 婚

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 , 结婚都采取一定的

形式以获得社会的承认
。

迄今为止
,

各国的结婚形

式主要有仪式制
、

登记制
、

仪式与登记结合制三种
。

在我国古代
,

结婚很重视仪式
,

一般要经过纳采
、

问名
、

纳吉
、

纳微
、

请期
、

亲迎六道程序
。

辛亥革

命以后
,

国民政府制定的《民法
·

亲属编》规定
. “

结

婚应有公开之仪式及有二人以上证人
,
不 具备结

婚仪式者
,

其结婚无效
。 ”

新中国成立后
, 1 9 5。年

的婚姻法和 1 9 8。年的婚姻法都采取婚姻登记制
,

规

定结婚当事人除具备法定的结婚条件外
, 还必须履

行结婚登记程序
,

才能形成合法的夫妻关系
。

登记

后
,
不论其是否同居

,

是否举行结婚仪式
,

在法律

① 斯平
: 《塞外随想曲》

,

《女子世界》 198 详第
2期

。

②必 《中国人口报》 1992 年 10 月2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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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承认其夫妻关系
。

未履行结婚登记而私自结合

者一般被称作
“
私婚

”
或

“
事实婚姻

” 。

关于私婚

的界定
,

’

有两种不同的着法
,

一种观点认为
,

私婚

与重婚
、

包办婚
、

买卖婚等违法婚姻不同
,

它具有

下述四个特征
:

(一 ) 男女双方无配偶 , (二 ) 双

方以夫妻名义共称 , (三 ) 双方以长久生活为目的 ,

(四 ) 除未进行合法登记外
,

当事人双方具备全部

结婚法律要件
。

另一种观点认为
,

无论当事人双方

是否全部具备结婚法律要件
,

只要他们没有履行结

婚登记手续并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
,

就已构成事实

婚姻即私婚
。

在很多情况下
,

早婚
、

重婚
、

包办婚
、

买卖婚等
,

与私婚是一种因果关系
。

笔者赞成后一

种观点
,

并据此展开对这一问题的分析
。

经过如余年的婚姻法宣传
,

私婚在我国城镇已

不多见
,

城镇的结婚登记率近年一直保持在95 % 以

上
。

但尽在农村
,

私婚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

个别

地区甚至占结婚总数的80 %以上
。

同是私婚
,

其违

法原因和表现方式各异
,

目前主要有以 下 几 种类

型
`

1
.

男女双方都已具备结婚的法定条件
,

但是

法律意识淡薄
,

认为自己既然已经举行了传统的

“ 拜夭地” 仪式
,

就是合法夫妻
。

2
.

民政部 19 86年发布的 《婚姻登记办法》 规

定
: a

男女双方自愿结婚的
,

必须双方亲自到一方

户 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
” 。

而大

量流动到外地做工
、

经商的农村人口
,

在流动过程

中结识 了合适的对象
,

又懒得回乡办理结婚登记
,

于是自行以夫妻关系同居
。

3
,

包办买卖婚姻造成的私婚
。

如换亲
、

转亲
、

买妻者
,

大都是违反女方意愿的强迫型结合
,

男方

家庭伯事多生变
,

一般都不办理结婚登记
。

另一方

面
,

也有不少青年为了逃避包办买卖婚姻跑到恋人

象中向居
,

或与恋人结伴逃到外地以夫妻名义共同

生活
。

原来没有恋人的青年逃到外地后
,

结识了恋

爱对象
,

又不敢回乡办理 结婚证 明
,

只好私自成

婚
。

4
,

男女一方或双方未到法定婚龄
,

或属三代

以内血亲
,

或患有不允许结婚的疾病
,

怕结婚登记

审查通不过而私自结婚
。

5
.

婚姻登记机关工作中的失误造成的私婚
。

有的是由于当事人未达到晚婚年龄
,

但是已达到法

定蜻龄
,

而婚姻登记娜关却不予登记
,

有的则是婚

姻登记机关基于当事人单位不给开介绍信而不给叠

记 , 还有的是由于婚姻登记机关经常不办公或收取

过高的手续费
,

当事人感到麻烦或经济上承受不起

索性自行结婚
。

6
.

为逃避计划生育而不办理结婚登记
。

在农

村的一些地方
,

如果男女双方未领结婚证
,

女方所

在村就无权注销女方户口
,

有些男女青年为生男孩

或多生子女便不领结婚证而同居
,

女方仍住在娘家
,

男方所在村无法要求女方采取计划生育措施
,

女方

所在村则认为女方的户口早晚会迁走
,

也对女方的

生育不闻不问
,

使女方在没有管束的情况下随心所

欲地生育
。

7
.

男女一方或双方已有配偶的重婚型私婚
。

8
。

离婚者复婚不登记造成的私婚
。

私婚的危害表现在对社会和 对 当 事人两个方

面
。

从社会危害来看
,

私婚破坏了 《婚姻法》 的严

肃性
,

会造成婚姻关系混乱
、

家庭不稳定
、

人口增

长失控等弊端
。

凡是私婚普遍存在的地区
,

早婚
、

包

办买卖婚姻和早育多育的现象也往往比较突出
,

婚

姻登记工作和计划生育工作都难以顺利进行
。

就对

当事人的危害而言
,

由于私婚是未经法律承认的两

性结合
,

所以不发生合法婚姻的效力
,

也不受法律的

保护
,

在某种情况下当事人的利益会因此而受到损

害
。

因为由登记而确立的婚姻关系将导致一系列法

律后果
,

除产生婚姻法上的效力外
,

还会产生民法
、

刑法
、

劳动法等法律上的效力
。

如在民法上
,

受害

人的配偶有损害赔偿的请求权
,
死亡人的配偶可依

继承程序取得遗产 , 在刑法上
,

有配偶者再行结婚

是构成重婚罪的要件
,

某些虐待
、

遗弃罪也是以犯

罪人和被害人之间具有配偶身分为要件 ; 在劳动法

上
,
配偶有抚恤金的请求权

, 在诉讼法上
,

配偶身

分是回避的原因
,

被告人可由配偶担任辩护
,

等等
。

没有法律保护的私婚不仅会给一些品质不端的人任

意虐待
、

遗弃配偶子女
,

任意解体家庭造成可乘之

机
,

而且也会给当事人在遗产继承等问题上带来不

必要的烦恼
。

如一王姓女青年与一刘姓男青年相爱

结婚
,

因嫌婚前体检等手续麻烦而未履行登记
,

当

王女生下一子不久
,

刘男突遇车祸身亡
,

刘男的父

母为占有儿子遗产
,
以王女并未与刘男履行结婚登

记为由
,

不承认王女是自己的儿媳
,

并将其母子赶

出家门
,
后来在有关部门的多次干预下

,

遗产问题

才得以妥善解决
,

卯



钱财
,

从而导致近亲婚姻的发生
.

六
、

成因与防洽 4
.

精神的空虚
.

改革开放以来
,

农民的物质

综上所述
,

早婚
、

包办买卖婚姻
、

重婚纳妾
、

生活得到了改善
,

但是精神生活仍很贫乏
,
与城市

近亲结婚
、

违反疾病禁忌的婚姻和私婚现象在我国 相比
,

农村文化设薄少
,

人际交往的频率也很低
,

城乡都有出现
,

但是主要发生在农村
,

它的存在和 尤其在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情况下
,

生活更显得单

发展与下述一些复杂的历史因素及现实社会因素密 调
、

乏味
,

黄色书刊
、

音像制品和黑艺人的黄色节

切相关
:

目乘虚而入
,

致使少男少女受低级庸俗的黄色文化

1
.

旧婚俗的影响
。

我国人口的大 多数是农 的侵蚀
,

早食禁果
,

早恋早婚
,

也使一 些已婚聋

民
,

而封建的传统旧婚俗目前仍然支配
、

影响着一
“
饱暖思淫欲” 纳妾重婚

。

峰农民的婚姻生活
。

旧婚俗是农业社会的产物 , 农 5
面

法制教育不力 , 农民法制观念淡薄` 尽管

民是中国旧文化的载体
,

也是中国旧婚俗的顽强卫

士
,

尤其在现代农业尚未完全取代传统农业
,

农民

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
,
旧婚俗仍然有它生

存的社会绎济基础
。

例如
, “

父 母 之命
,

媒灼之

言
” 、 “

重男轻女
”
的封建宗法观念是包办婚

、

买卖

婚发生的重要原因 , “

早结婚
,

早抱孙
”
的传宗接代

意识是促成早婚的重要因素 , “

亲加亲
,

辈辈亲
,

打

断骨头连着筋
” 的血缘观念是近亲联姻的祸根 , “

男

大当婚 , 女大当嫁
”
和任何人也不能

a

绝后” 的思

想是违反疾病禁忌的婚姻存在的原因 , 而重传统婚

礼
、

轻婚姻登记的习俗则是产生私婚的主要原因
。

2
。

家庭功能的强化
。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实行
,

重新恢复和强化了在人民公社时作被弱

化了的家庭的生产功能
,

而在手工劳动仍占主要地

位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
,
又使劳动力成为农

民家庭发家致富的重要因素
,

于是
,

尽早为儿子完

婚便成了迅速获得新劳动力的一条捷径
。

同时
,

由

于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健全
,

农民
“

老有所养
”

的问题还未解决
,

农民必然认为 “ 早娶媳妇早得子
,

早生儿子早得力
”
是最可靠的依托

。

3
.

经济的贫困与人口性别比的不平衡
。

近代

以来
,

我国人口的性别比一直是男多女少
,

男婚女

嫁从夫居的婚俗又使农村女性形成了以婚姻为媒介

从贫困地区向富裕地区流匆的趋向
,

致使贫困地区

的男子成婚更难
,

1990 年我国28 一 49 岁从未有过婚

史的男子就有 1千余万
,

其中的 80 吓为农村男性
。

①

为了使自己的儿子免遭一辈子打光棍之苦
,

不少父

母不得不早早地托亲友
、

找媒婆
,

想方设法地为儿子

订亲
,

娶亲
,

越是贫困的地方
,

婚龄人口的性别比

越不平衡
,

早婚
、

包办婚
、

买卖婚的现 象就 越严

重
。

而日益看涨的高额彩礼又促使不少农民从亲戚

中为儿子物色对象
,
以求免去一些线济负担

,

节约

我国第一部 《婚姻法》 已颁布 40 余年
,

新《婚姻法》

也已公布10 余年
,

但是在一些偏僻地区
,

仍有不少

人不知 《婚姻法》 为何物
,

不知早婚
、

包办买卖婚

姻
、

重婚纳妾
、

近亲结婚和违反疾病禁忌的婚姻是

违法的
。

特别是宗教活动比较盛行的地方和少数民

族地区
,
以宗教教规对婚姻的规定和传统婚俗代替

《婚姻法》 的现象仍普遍存在
。

不少人把 “ 爱亲对

亲” 看作
“
尊重祖宗

”
的表现

,

近亲结婚受到人们

的赞美
,

而无血缘关系的同姓男女青年 结婚 反 而

会受到一些人群起而攻之
。

也有一些人虽然知道早

婚
,

重婚等是违法行为
,

但是却依然我行我素
,

漠

视法律的存在
,

或者贿赂村千部和婚姻登记管理人

员
,

开假证明办理登记
。

6
。

法律不健全
。

在现行的包括 《婚烟法》 在

内的全国性法律中
,

除了对重婚有明确的处罚规定

外
,

对早婚
、

近亲结婚
、

包办婚
、

买卖婚和违反疾

病禁忌的婚姻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罚办法
,

违法者自

违之
,

执法者无奈何
,

使 《婚姻法》 失去了法律的

强制力量
,

造成人们的轻法心理
,

违法婚姻日益严

重
,

个别地区近于失控
。

7
.

有法不依
,

执法不严
。

不少地方政府对婚

姻管理工作不重视
,

致使这一工作长期处于无牌子
、

无章子
、

无专职人员的状况 , 有的地方办理婚姻登

记时乱收费
,

吓跑了衣民 , 也有的地方让其他工作

人员兼管婚姻登记
,

其中有的人或不熟悉法律
,

或工

作敷衍了事
,

或本身深受传统婚俗的影响
,

同情违法

结婚者
,

循私枉法
,

从而助长了违法婚姻的蔓延
。

.8 农民文化水平低
,

直到 1 99。年
,

农村 1 5岁

以上人口中还有2 6
.

3%的人为文盲半文盲
,

女性的

这一比例则高达 37
.

2%
, ②给《婚姻法》的贯彻执行

Q 199 1年人口普查 19 %抽样资料
。

骨 1” 1年人目普查 19 纬抽样资料
。

的



和优生忧育教育的并展带来很多困难
。

特别是近亲

结婚者中
,

很多人不懂得近亲不能结婚的科学道理

和起码的卫生常识
。

9
。

缺乏社会制约机制
。

在 1 9 6。
、

19 7。年代
,

农村女青年出嫁
,

要凭结婚证才能绝户口迁到婆象
所在地

,

客观上要求当事人去办理结婚手续
。

农村

实行承包制后
,

耕地到户
,

一定十几年不变
,

中间

添人不增 田
,

户口
、

口粮都不需要了
,

既然结婚登

记不能带来任何利益
,

农民便不愿办理结婚登记
,

使一些违法婚姻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
。

综上所述
,

违法婚姻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

现象
,
既有历史的

、

宗教的
、

民俗的原因
,

也有现

实的经济的
、

文化的
、

人口的
、

道德的原因
。

就我

国目前的情况看
,

我以为要彻底清理违法婚姻并防

止违法婚姻的再发生
,

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

合治理
`

首先
,

要尽快制定全国性的违法婚姻惩治法规
,

使基层政府在清理违法婚姻时有法可依
。

目前只有

23 个省
、

区
、

市的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对早婚早育者

要进行处罚 (主要是经济处罚
,

是国家干部的还要

给予行政处分 )
。

仅有甘肃
、

辽宁
、

吉林
、

山西
、

内

蒙等少数几个省区明确规定禁止痴呆傻人生育
, 要

求这些人在结婚前必须施行绝育手术
。

这些地方性

法规只能解决局部地区的问题
,

姿从根本上治理违

法婚姻
,

必须制定全国性的法规
。

其次
,

要在农村特别是偏僻山区和少数民族地

区广泛
、

深入地开展学习
、

维护
、

执行 召婚姻法》

和 《婚姻登记办法》 的活动
,

增强农民的法制观念
,

破除旧婚俗
,

树立文明新风
。

第三
,

为杜绝重婚
,

要加强对城乡个体工商户
、

供销采购人员和外出流动人员的管理
,

并加强对个

体旅馆
、

招待所
、

供出租的私房以及户籍管理
,

堵

塞重婚者的落脚点
。

同时
,

对那些已构成重婚犯罪

的
,

要依法及时予以打击和制裁
,

防止放任自流
。

第四
,

发展农村经济 , 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

度
,

使农民摆脱
“
养儿防老分 、 “

重男轻女
”
的婚

育观念
。

第五 , 在农村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

并以成人为

对象开展扫盲运动
,

同时开展优生优育教育
,

使农

民了解早婚
、

近亲结婚和违反疾病禁忌的婚姻对自

身
、

后代和社会的危害
。

第六
,

完善农村的婚姻管理体制
,

对婚姻登记

人员定期进行业务培训和考核
,

提高其业务素质和

职业道德水平
,

使婚姻管理工作实现规范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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