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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 20 世纪末以来国际公约和各国立法逐步确立

的一项权利保护的重要原则。据此原则，涉及儿童的一切行为均应以儿童

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在离婚案件中，儿童作为无过错主体无论是精神上

还是物质上都受到极大地伤害，理应对其进行特殊保护。我国虽提出“儿

童优先原则”作为保护儿童权益的指导原则，但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较小。

本文立足于我国现实，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运用比较

法学方法、实证分析法学方法等对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离婚案件中的适用

进行研究，介绍国外离婚案件中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适用，分析其子女本

位的立法观念和完善的制度性设置，同时对我国离婚法律制度涉及儿童利

益的相关规定进行反思，提出立法建议。 

本文除了前言和结语外，正文共分为三章。 

前言概括了离婚对儿童所造成的影响，为了保护儿童利益，境外立法

普遍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并介绍了当前学术界对最大利益原则的研

究概况以及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等。 

第一章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概述，介绍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被国际社会确

立之后，我国基于该原则提出儿童优先原则，并通过对比，认为最大利益

原则真正将儿童视为权利主体，儿童利益高于成人利益；境外立法普遍确

立这一原则保护儿童权益，而我国的儿童优先原则尚不能满足当前儿童保

护的需求，应导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第二章我国离婚案件涉及儿童利益的问题研究，介绍了我国离婚案件

中涉及儿童利益的离婚程序、直接抚养权、探望权及抚养费等主要问题，

分析现行法不足，认为需导入最大利益原则；虽然导入该原则面临着重重

困难，但基于子女本位立法趋势的要求和儿童利益保护的现实需求，导入

该原则势在必行。 

第三章离婚案件适用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对策，基于子女本位立法理

念的发展，首先我国立法应明确最大利益原则；其次笔者以离婚程序、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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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抚养权、探望权等四个方面为视角，提出设立未成年人诉讼代表人制度、

听取子女本人意愿、赋予其他近亲属受限制的探望权、设立监护监督机构

等对策建议。 

结语对全文思路进行简单归结，限于能力和学识有限，笔者的研究尚

不够全面，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关键词：离婚；儿童；子女本位；最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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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best interests of children ha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principle to protect children’s righ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nations 

since the end of the 21th century. On the basis of this principle, the best 

interests of children must be the paramount consideration when it involves all 

of the children’s acts. We should carry on the special protection in divorce 

cases, because the child suffers either mental or physical harm. The children 

first principle is the guiding principle to protect children’s right in China. But 

children’s rights has been harmed by the idea of parents-based.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China and the other research results,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principle of best interests of children in divorce cases by the 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 method and the empirical analysis method, compares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legisla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perfecting our legislation. 

There are three chapters besides the preface and the conclusion. 

In the preface, the author outlines the influences which are caused by 

divorce to children, summarizes the background throughout the world for the 

principle of best interests of children, introduces the other scholars’ research on 

the principle and tells us the aim, approaches and main contents. 

The first chapter is “summary of the principle of best interests of children”. 

The children first principle is adopted by our country after the principle of best 

interests of children is established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author compares 

the two principles, and thinks that the principle of best interests of children 

regards the child as the specific subject of rights and the interests of children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of adults. As the children first principle can’t 

satisfy the children’s needs, the principle of best interests of children should be 

introduced immed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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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econd chapter,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main problem involving 

children's interests in divorce cases, such as, divorce procedures, custody 

directly, visiting right, maintenance and so on, analyzes the merits of the 

present legislation.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t’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the principle, like, the shackles of traditional ideas, the excessive 

exercises of the divorce liberty and the fuzziness of the definition of the 

principle. 

The third chapter is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in China’s divorce cases”. 

The writer suggests that the principle of best interests of children should be 

well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four aspects including divorce procedures, 

custody directly, visiting right, maintenance,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erfect the legislation. For example, we can set up the system of juvenile 

litigation representative, listen to the child’s idea, give the other close relative 

the limited visitation right, establish a special organization to supervise and 

protect the children’s interests. 

In the conclusion, the author reviews the general idea of this paper. 

However, because of the limited ability and knowledge, the content of this 

article is not comprehensive, which is needed to be further discussed. 

 

Key words: Divorce; Children; Children-Based; The Best Interests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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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 

前  言 

离婚是婚姻终止的一种形式，指夫妻双方生存期间依照法定的条件和

程序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行为。①离婚直接导致婚姻家庭的解体，而未成年

子女②作为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未来生活在父母选择离婚的同时必将面

临各种未知的可能性。美国学者曾指出，绝大多数在单亲家庭成长的孩子

将会经受贫穷。我国学者也研究表明：离异家庭的子女在情绪、性格、品

德、学习四个方面表现出问题行为的人数比例，均大大高于完整家庭的儿

童。③可见离婚将对子女的成长造成严重影响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虽然有

些人认为父母已经失去感情而勉强在一起，这样的家庭生活对孩子带来的

伤害更大。所以宁愿选择“长痛不如短痛”，让孩子一次性经历痛苦之后

慢慢适应。但是离婚所造成的伤害对儿童而言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它的影

响随时间而逐渐增加，在儿童成长的各个阶段，这种影响将以不同的方式

存在。 

随着儿童人权观念的兴起和“子女本位”立法理念的发展，1989 年《儿

童权利公约》中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④已成为世界各国处理儿童事

务所遵从的基本原则。由此各国不断修订亲子法，逐步确立以儿童最大利

益原则为首要考量的子女本位立法理念。例如《德国民法典》第 1626 条规

定，将亲权改为“父母照顾”，⑤英国《1989 年儿童法》第 1 章第 3 条规定，

                                                 
① 夏吟兰，林建军.婚姻家庭继承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58. 
② 本文以未成年子女的权益为探讨对象，因此为避免赘述，下文中所出现的“子女”“儿童”均指不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子女。事实上，“子女”、“儿童”的区别在于参照对象的不同，在一般社会环境中，“未

成年人”、“儿童”是相对于“成人”而言的，而在亲子关系领域，相对于“父母”而言则称为“子女”，

因此文中难免出现用词的混乱，但其指称是一致的。 
③ 王治英.中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热点问题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9.407. 
④ 目前学术界对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从不同角度进行介绍，主要有“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儿童最大利益

优先原则”、“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等。在国际文献中，该原则通常称为“The Principle of Interests of Children”，
笔者赞同学者们经常采用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做法，一方面与国际公约的中文版本相符合；另一方

面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侧重于私法领域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从字面意义上不利于对未成年人权利的全面保

护；另外，“最大”一词更明确具体，贴合原意，因此，本文采用“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表述。此外，

实现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应广泛适用于一切未成年子女，包括婚生子女、养子女、继子女等，处于婚姻状态

的未成年子女以及离婚后的各类子女。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以婚生子女为语境，重点关注和探讨儿童最

大利益原则在离婚案件中的适用。 
⑤ 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Z].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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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离婚案件中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2 

将父母监护改为“父母责任”，①强调父母身份是责任而非权利。《俄罗斯

联邦家庭法典》第 11 章则将“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单列成章，以便作出专

门明确的保障。以上国家均改变法律术语、名称、体例等以体现子女本位、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立法理念。 

鉴于离婚对子女的影响之大，早在《婚姻法》修改时就有学者提出通

过限制离婚自由权来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权益。但事实上，《婚姻法》通过

两次重大修改，扩大了离婚自由权，②离婚程序也大为简化，加上人们婚姻

观念的转化，离婚已经逐渐成为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法律在保护父

母婚姻自由权利的同时，却忽略了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保护，使他们可能成

为父母失败婚姻的“牺牲品”。因此，如何在坚持离婚自由的同时，确保

儿童利益不受侵害已经成为 21 世纪离婚亲子关系立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

题。③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提出为离婚案件中儿童权益保护指明了方向。

依据这一原则，离婚案件所涉及的离婚程序、抚养权的确立、抚养费的支

付、探望权等主要方面的规定应充分考量子女的意愿，保证离婚案件中儿

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实现。 

当前，学界对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已经进行了一定研究论证，如王雪梅

教授在《儿童权利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研究》中介绍了儿童最大利益

原则的由来与涵义，④运用与中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比较等；⑤陈苇教授的《论

“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兼论〈婚姻法〉等相关法律

的不足及其完善》中系统介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有关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

立法状况，并针对我国现行法不足提出立法建议；⑥王洪教授的《论子女最

佳利益原则》介绍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亲子法上的源起，并探讨其内涵

及判断标准，主张将其导入我国婚姻法；⑦王雪梅教授的《儿童权利论：一

                                                 
① 蒋月等译.英国婚姻家庭制定法选集[Z].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38. 
② 蒋月.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离婚法研究之回顾与展望[A].陈苇，主编.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婚姻家庭继承法

研究之回顾与展望[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269. 
③ 夏吟兰.离婚自由与限制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269. 
④ 王雪梅.儿童权利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研究（上）[J].环球法律评论，2002，493-497. 
⑤ 王雪梅.儿童权利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研究（下）[J].环球法律评论，2003，108-119. 
⑥ 陈苇，谢京杰.论“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兼论《婚姻法》等相关法律的不足及其完

善[J].法商研究，2005，（3）：37-43. 
⑦ 王洪.论子女最佳利益原则[J].现代法学，2003，（12）：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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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初步的比较研究》一书通过对儿童权利的解析，对我国儿童权利保护法

律实践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等的比较研究，系统全面的介绍儿童权

利保护原则，指出我国儿童权利保护应努力的方向；①王丽萍教授的《亲子

法研究》一书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视角，从制度完善的层面探讨如何修

正、补充、完善我国现行法，为制定我国民法典奠定理论基础。②但关于儿

童最大利益原则的研究仍留有空白，如儿童利益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关

系，关于精神抚养的规定等。本文将针对这一研究空白进行更为全面细致

的探讨。 

本文立足于子女本位这一立法潮流，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指导，探

讨离婚案件这一语境之下的儿童利益保护，主要运用比较法学方法、实证

分析法学方法等对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离婚案件中的适用进行研究，介绍

国外离婚案件中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适用，分析其子女本位的立法观念和

较为完善的制度性设置，同时对我国离婚法律制度涉及儿童利益的相关规

定进行检讨，并提出立法建议。目的在于为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导入我国相

关法律之中铺砖引路。 

 

 

 

 

 

 

 

 

                                                 
① 王雪梅.儿童权利论：一个初步的比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② 王丽萍.亲子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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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概述 

第一节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内涵与确立 

随着人权理论的发展，儿童权利保护问题在国际范围内日益受到重视，

从人权角度保护儿童的权利，已成为现代法律发展的趋势。一系列国际条

约的出台和各国立法的不断完善，都从不同的层面显示了对儿童权利的特

殊保护，更发展出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儿童权利保护规定。其中“儿童最

大利益”原则就是 20 世纪末期以来国际人权公约和各个国家立法确定的一

项重要原则。 

一、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内涵 

（一）儿童利益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世界儿童状况 2000 年》前言中曾指出

“人类最神圣的信念是世界对儿童的信念，人类最重要的义务是确保儿童

的权利受到尊重，儿童的福利得到保护，使他们远离恐惧和贫困，在和平

的环境中成长。”儿童承载着社会的希望，理应对其进行特殊保护。事实

上从古至今，儿童权利观的形成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早期社会，不论是

东方还是西方，儿童都被视为父母的隶属品，没有独立的人格权和自主权。

一直到 19 世纪，人们对儿童的价值和地位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人们对儿

童的看法、态度和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儿童渐渐从权利的客体中脱

离出来而成为独立的主体。进入 20 世纪以来，儿童人权观念兴起，关于儿

童权利保护的立法也有了较大的发展，①儿童权益逐渐从父母的权利中区分

出来，儿童自权利客体转变成为权利主体。这一观念主张不仅要把儿童看

作组成社会的一个群体，更要从能动主体的角度来考量儿童的需要、权利

等。这一转变为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① 例如英国于 1908 年制定了《儿童法》，德国制定了《少年法院法》，1912 年比利时制定了《儿童保护

法》，其他国家如荷兰、日本等许多国家也纷纷制定了自己国家的儿童专门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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