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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5 年 9月 4日，在北京举行的

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欢迎仪式

上，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指出：

“男女平等是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

项基本国策”。不可否认，近些年我国

妇女的地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女人早已不再裹小脚，对女子“三

从四德”的传统评判标准也早已变得

荒唐可笑，几乎一半的大学生是女性，

一半的工薪阶层是女性。可是，正如

《向前一步》中所说：“当我们的视线在

政府和企业的管理架构图上向上移动

时，女性在领导和管理层中的比例却

大幅度下降”。由此可见，当今男女不

平等的现象依然存在，本篇文章就从

性别视角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三)第十条（以下简称司法解释

3）进行解析。

一、社会性别视角概述

首先，何谓社会性别？何为社会性

别视角？“社会性别”用以区别男性和

女性的“生理性别”。这种区分意在说

明“男女所扮演的性别角色并非由生

理所决定，而是由社会文化所规范

的。”传媒学者卜卫认为：区分性别与

社会性别概念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强

调社会现实中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性或

非主体性不是一种天然定制，而是文

化建构的结果，因此是可以改变的。社

会性别概念的本质，是要打破歧视女

性的合理性。

二、法律条文及其解析

司法解释 3 第十条规定：（第一

款）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

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

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

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

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第二款）

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

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

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

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

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

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

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此款解释出台后，尤其是第二款的

规定，在社会上引起了热议。

此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

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

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由于

房子归属于产权登记一方，自然的贷款

应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这无可

厚非。“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

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

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

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

偿”。先说此增值部分，首付时，付了多

少款就反映了取得了多少房屋本身的

价值，同样也就反映了相应增值的比

例。因此，在有一方付了首付的情况下，

首付款所对应的增值部分应当属于付

首付款的人，而婚后还贷的部分，按照

每人还一半贷款计算的话，每人占有的

增值部分应该是夫妇二人共同还贷款

所占增值部分的一半。因此，首付款方

可以得到首付款的增值 + 还贷款增值

的一半；另一方也可以得到还贷款增值

的一半。这款表面上来看合情合理，但

是从社会性别视角，我们认为它为违背

了公平正义原则。

三、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

此条款在社会实践中违背了公平

正义原则，因为它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

国的婚姻现状，将女性置于了不公平的

地位。

现在我将从三个方面说出不公平

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婚外情。据调查，导致

中国人离婚的最大原因是婚外情。有对

500位离婚当事人的调查显示，离婚的

主要原因为一方或双方有婚外恋（占比

40%以上）。更重要的一点，调查同时发

现，男女出轨比率是 3：1甚至 5：1。按

照司法解释 3第十条的规定，男女结婚

后，即使男子婚前买房付了较多的资

金，离婚后无过错方的女性即使不会被

“扫地出门”，也不能多分房产。

第二个原因，家务劳动。据调查显

示，中国女性对家务劳动的付出是男性

的三倍之多。现实中妇女从事家务劳动

都是无偿义务没有报酬的。但是，如若

将女性的家务劳动社会化后，如被“月

嫂”、“保姆”代替，那可能就是一笔可

观的支出了。进一步讲，因为没有亲情

关系，“月嫂”“保姆”的劳动质量根本

不能与家庭妇女的付出相提并论。可

是，现实是中国女性在婚内的这些付出

不会被认为是家庭收入，甚至被冠以

“理所应当”、“廉价”的代名词，这些有

价值的劳动被隐形化了。从房产来看，

即使女性在婚前不付首付，但婚后承担

了很多家务劳动，而这些劳动不会在房

产价值中得到显现。也就是说即使女性

婚后付出再多，当面临离婚时，她的房

产利益得不到保护，尤其对那些全职主

妇来说，即时在婚内付出再多，离婚就

意味着一无所有，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第三个原因，生育。生育权在婚姻

关系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对女性而

言，生育存在极大的风险。基于此，妇

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男

女两性“有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

育的权利”。故终止妊娠是妇女行使不

生育自由的一种表现，是法律赋予妇女

的一项权利。然而，现实生活中，大多数

男性会认为自己不仅有权利让女性受

孕而且有权利决定女性生育孩子。其

实，不论是男方不愿意让女方受孕，还

是女方不愿意生育孩子都是生育决定

权的行使，并不构成对另一方生育权的

侵犯。可是，现实案件中，当女方擅自流

产，大多数男方及其家人会认为女方的

行为侵犯了自己的生育权而请求赔偿，

即使法院不予支持，可是这样已经“走”

上法庭的婚姻“破镜重圆”的几率又有

多少？由于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男方

不理解女性的生育权，因生育权问题而

离婚的假设无过错方的女性即使在法

律上能够得到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肯定，

却得不到司法解释 3 第十条第二款对

财产方面的肯定，况且，女性在婚后生

育方面的风险也没有在法律中得到保

护。

总而言之，司法解释 3第十条的确

有力保护了婚姻关系中出资方的利益，

但并没有考虑中国的现实，更是忽视了

女性在婚内的辛苦付出和各种风险，明

显具有直男癌的倾向，所以从性别视角

来考察是不合格的。

四、反思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人们

能够意识到不公正现象的存在，意识到

性别刻板意识的不合理性。就是因为现

在男女不平等现象存在于方方面面，而

人们却将其视之为理所当然，使得很多

男性和女性压抑自己的天性，按“社会

认为”来生活，丧失了很多机会。

相信，终有一日，蚍蜉撼树，男女平

等社会会到来，那一天，将会是男女共

同的节日。

从社会性别视角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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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联曾多次呼吁的“男女共享带薪育儿假”，有

望在江苏首次落地。据报道，6月 5日，江苏省政府法制办

发布文件，明确提出“男性育儿假”概念。文件规定，女方

享受产假期间，男方享受不少于十五天的共同育儿假。加

上此前曾以法律形式固定的男性十五天的护理假，也就

是说，女方在生育后，男方可享受最低三十天的“产假”。

据了解，“共同育儿假”法案目前正在征求意见阶段，正式

实施后，男性职工可向单位提出休假申请。

许多人盼望的“共同育儿假”，在江苏已有了明确规

定，这是个好兆头。尽管是征求意见稿，但首次落地具有

示范意义，政策善意明显，体现出了人本关爱，值得期待。

众所周知，虽然各地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条例》

中都有陪产假，但几乎没有男职工能真正享受到陪产假。

按道理，陪产假是法规中明确规定的权利，男职工应当依

法享受。女人生育后身体虚弱，需要丈夫的精心照顾，陪

产假看似是给男职工放假，其实是为了呵护产期女性。

而“共同育儿假”就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了。这不仅是

名称上的改进，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事物的本来，可

谓名正言顺，利于落实。

生育不只是女人的事，男人也应该参与。有研究表

明，新生儿虽然不会说话，视觉也不发达，但他们的知觉

敏感，父亲的爱抚能对他们日后性格的良好发展起到良

好的促进作用。再者，“共同育儿假”让男性与女性的假期

形成对等，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用人单位对女性就业

的歧视，促进社会公平。 （摘自《中国妇女报》）

为“男性育儿假”叫好
张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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