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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水平发展迅猛，未成年人获得的财产的价值、

数量大幅提高，未成年人拥有价值不菲的财产成为事实。近年来，就未成年人财

产保护这一问题，我国在立法的痼疾上有了一定的改善，但依旧没能将未成年人

财产界限不明、亲权监护制度混乱、权利与限制划分不均等问题彻底解决。本文

通过对未成年人财产保护问题的全面分析，联系、参考外国法律的先进制度，有

针对性地完善我国未成年人财产保护的法律体系。 

第一章首先对未成年子女财产保护做了全方位地概念剖析，指出未成年人拥

有平等财产权利的正义性，就维护未成年人财产的伦理以及法理的价值基础这一

广泛关注的问题展开深入浅出的分析。 

第二章以我国现有的立法规定为切入点，从各类法律的角度展现了我国现有

对未成年子女财产保护的立体制度构架。由立法角度引出司法现状，阐明未成年

子女财产遭受到来自家庭、外界的多方侵害，进而反省关于维护未成年人财产体

系的保护意识、权利设定、体系建设等方面的不足之处。 

第三章概括提点了大陆法系（日本、德国）和英美法系（英国、美国）的国

家在其各自的未成年子女财产保护制度上的先进的、具有代表性的制度设计，为

我国创设未成年人财产保护体系提供良好的借鉴模式和机制。 

第四章关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制度给出了完善建议，首先指出需要遵循“子女

大利益原则”，其次在现有的法律制度当中建立亲权制度并完善监护制度，

后应当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范围、父母的监管权利、监护人监督体系上有更加详

细的规定和限制。 

本文通过概念明晰、现状探讨、发掘不足、提出意见的思路，完整地对未成

年子女财产保护问题进行研究。 

 

关键词：未成年子女；财产保护；亲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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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result of economic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people in China become 

much wealthier than ever before, including the minors. China has established for the 

property of minors legal protections, remarkable and insufficient, however.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present legal system in order that minors can receive 

enough protections with respect to their own assets. This article will firstly introduce 

the legal protection system for minors’ property completely, and look into laws and 

regulations outside China, which might help to perfect Chinese legislation. 

The first Chapter introduces the legal notions and theories of legal protection 

system for minor property, indicating the special factors, moral and legal values that 

we should notice. 

The second Chapter will base on Chinese present legislation for the very topic 

and situations where the minors’ property were infringed, revealing the lack of 

awareness to protect, the boundary between righ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 

In Chapter Three, the legal systems of the civil law countries (Japan and German 

as examples) will b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common law systems (Britain and 

US). They have established more advanced designs which could be useful for China 

to learn. 

Last Chapter delivered the principle of “maximizing minors’ interests”, under 

which parental system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guardian system should be perfected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parental rights should be specified and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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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  

引 言 

伴随着人们对法制维权认知的进一步加深，就我们国家而言，法律越来越重

视对未成年人权利的维护，正如史尚宽先生所言，亲子法在现代社会的一种大致

的走势：“为子本位之亲子法”。①未成年人在行为能力等各方面的不足，也体现

在未成年人在处理民事法律关系上的欠缺，进而引起他们这一个群体的合法权利

受到诸多社会主体的侵害。未成年子女财产权利作为未成年人的一项十分重要的

权利，国家、社会乃是家庭都需要针对财产权给予更高的关注度。查阅我国现有

的法律文献知，我国并未针对未成年人的财产权包括资产范畴出台明晰且具化的

制度，针对未成年人财产的获得和保护的条文也分散在不同的法律文献中，导致

没有一个健全的保护机制，对于未成年人权利的维护进而出现许多的真空地带。 

未成年人财产权的法律维护，即借助法律这个 直接的方法保护未成年公民

所拥有的权利，进而确保未成年人全面、健康地成长。关于未成年人财产保护的

焦点问题，第一我们有必要改变传统的看法，认可且尊重未成年的资产权益。关

键点是需要用法律条文的表现方式进而表明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的本质的肯定，与

此同时，引鉴发达国家（包括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的针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维护

体系，作为我们效仿的基础，具体联系我国实情，健全家长或拥有未成年监护权

的人践行维护未成年人财产权的义务，开拓未成年人维护权益的司法帮助方式，

方可以有效的建设健全未成年人财产保护的法律机制。本文的宗旨是借助关于未

成年子女财产保护制度的深入研究，为减少未成年子女财产受到侵害尽一点绵薄

之力。 

 

 

                                                               
① 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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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子女财产民事保护制度研究 

 2

第一章 未成年子女财产保护制度的概述 

第一节 未成年子女财产保护制度的内涵 

一、未成年子女财产的定义 

    在我国，针对未成年人资产保护等问题的法律文献，逐渐表现为以《宪法》

为核心，自基本法包括特别法等，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有针对性地出台各项

规定。然而，《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与未成年人存在密切关联的文献

并未对未成年人的资产范畴有明确的划分，未成年人资产维护的基础是未成年人

资产的范畴的划分。 

（一）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概念 

现在世界各个地方的社会法制都强调未成年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其中财产权

利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但未成年人行使民事权利也会有一些局限，主要是因为心

理、年纪的稚嫩，不可以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和享有民事权利，这束缚了未成年

人对自身财产维护的能力，这就让未成年人成为社会中需被保护的人群。① 

1、未成年子女的定义 

在我国，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而在其他国家，未成年人被定

义的年龄范围不同。例如在日本，未成年人是指未满二十周岁的公民。但是在美

国，未成年就指未满十六周岁的公民。具体而言，未成年人首先是指自然人，其

拥有《宪法》所规定的自然人拥有的所有权利，其次，未成年人是年龄未达一定

法定标准的限制行为能力人，因此其在处置自己财产的时候具有很大的限制。 

2、财产的界定 

对于财产的界定不同的学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一个人所拥有的

经济价值意义上的利益与权利的总称。它首先包括不动产与动产的所有权以及债

权和其他权利,只要它们具有货币上的价值。”②有的学者认为财产是“具有物质

财富内容与经济利益相关的民事权利”。③尽管这些认知存在差异，但总体来说，

财产的定义离不开“物”和“权利”，财产首先应当是具有价值的物质，在此基                                                               
①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 
② 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5. 
③ 江平,王家福.民商法大辞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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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未成年子女财产保护制度的概述 

3  

础上，法律赋予人们对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通过绝对性和排他性，

使得物能够发挥其真正的效用。 

在此标准之上，财产可细分为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①有形资产是指那些具

有实物形态的资产。以具体物质产品形态存在的资产， 常见的形态是货币，除

此之外，大至房产、游艇等不动产，小至书包、课本，均是有形财产。无形资产

是指非货币形式的资产，所有人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财产。无形资产

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股权投资等，它们没有物质的实体，常常显示为某种法定

权利或技术。 

3、未成年人财产的特性 

结合未成年人的特点和财产的定义，我们不难发现，因为未成年人行为能力

的欠缺，其在取得、持有、使用、收益财产等方面都有特殊性。未成年人资产体

制是以大陆法系为法律制度的各国亲属法里亲权体系不可忽视的内容，未成年人

资产意为他们以合法的方式获取且可被未成年人自己支配的资产。由于未成年人

在理财能力上的不足，财产一般交于他们的的监护人代为对资产处置、收益，以

求 大限度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当法院须行使某些强制措施时，对于未

成年人己有的资产，法院应将其界定为非强制措施范畴，更不能对其进行冻结等

强行举措。 

由上述叙述可知，未成年人资产的两个特点：首先是未成年人资产获得的独

特性，未成年人许多方面的不足，如身体机能仍未完全成熟，认知方面的缺乏等

一系列问题导致他们在劳动方面有诸多不足，尤其是体力劳动。因此，在我国，

未成年人资产的获取大多是老子亲朋好友或父母的给予或继承等方式。当然，随

着时代的发展，童星的出现和盛行从很大程度上拓宽了未成年人财产取得的渠

道。其次，未成年人资产维护的独特性。未成年人资产都会以合理的方式处理资

产，未成年对资产处理能力的缺失，资产一般交于其监护人监管。 

    （二）未成年人财产的取得路径 

1、通过接受赠与而取得的财产 

在未成年人的资产问题上，民法物权体系指出，未成年人作为公民同样享有

领受他人赠与者资产等权益，《民法通则》明确指出未成年人领受他人赠与，报

酬等行为方式是合乎法律规范的，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在于，未成年人的“赠与”                                                               
① 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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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父母的赠与是否能够归纳为范畴之内，部分专家认为赠与资产涵盖父母给

予未成年子女的资产，①也有专家持反对意见，认为监护人对子女的赠与应当排

除在未成年人财产获得的途径之外，原因是顾虑到因为父母的赠与行为会有逃避

债务之嫌，侵害到交易第三人的利益。②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归根究底，“赠与”

资产的源头不论是监护人抑或除监护人之外的第三人，均属于未成年人资产范

畴，但须排出因债务危机而逃避责任的赠与。 

2、通过法定义务人所尽抚养义务而取得的财产 

中国《婚姻法》明文示之，父母有支付子女抚养费的义务。③抚养费，作为

监护人给予未成年人的资产，关于这部分资产，未成年人对此保有绝对的支配权，

无论是谁都不能够对这部分资产觊觎，不得侵害。据此分析，对于拥有离婚的父

母的未成年子女来说，抚养费是其资产的其中十分重要的收入途径，也因此组成

了他们原始的资产。 

3、通过继承遗产而取得的财产 

在继承权中获得权益的未成年人，就是未成年人根据法律或者被继承者的嘱

咐，依据继承者就继承人资产拥有的权益。我们国家《继承法》明确了儿女是

先继承者。《未成年人保护法》在 新修订的第 52 条中也明确未成年人的继承权

和收益权依法受到保护。④ 

法律保护各类子女的继承权。针对拥有继承权利的儿女关系有直系、非直系

的儿女。在这期间，在 “代位继承制度”中充分体现了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利⑤，

在未成年拥有代替继承权利的时候，继承权利在对待（外）祖父和祖母中同样有

效，凭借法律规定的受理人来运行继承权，除外的继承者无权占有未成年人根据

法律承继的额度。 

4、因劳动、经营或其他有偿方式取得的财产 

未成年儿女由业务、劳作等另外途径得到的资产，也应当归未成年子女所有，

这是依据法律的准则实施的。部分研究者持有如下观点：未成年子女劳动所得的

                                                               
① 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671. 
② 王泽鉴.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三版）[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141. 
③ 我国《婚姻法》第 21 条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

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 
④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52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继承案件，应当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继承权和受

遗赠权。” 
⑤ 我国《婚姻法》第 11 条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

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母亲有钱继承的遗产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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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在扣去家庭需要的开支之后，剩余部分才归未成年人所有①；也有一部分

研究者持有未成年儿女劳作获得资产属于未成年儿女拥有，未成年子女依法享有

管理、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② 

我国现行法律，只明确规定了继受取得的形式得到的资产由未成年人所有。

可是未成年人由个人业务、劳作、文化财产等类别得到资产的归属问题未在立法

上有所体现。 

笔者以为，包含劳动获得的报酬、各类奖金、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等

这一部分资产。详细的来说未成年人从有偿的形式得到的资产：（1）未成年人经

过文艺研究、创新开发等，在其财产的权利和其外权益，如专用权、编著权等同

样享有智力成就。（2）经过本身的劳作获益或者拥有的才能而得到的资产。《民

法通则》指出，由本身的劳作获益当作其重要生存发展的 16 周岁其上的未成年

人，作为完整活动能力人应对。被特殊产业或机构招纳的有特别才能的个别未成

年人获得的资产归于其自身。 

5、通过其他合法方式获取的财产 

在依据获得形式的差别对未成年人资产类别提出的举例。未成年人的资产呈

现多种类的发展走势：比如由于人身遭受迫害而拥有追究权利得到保障金和补偿

款的未成年人；又例如由于未成年人在国家规定明确的追偿款和体恤款；由于抚

养者遭到生命迫害死伤经当事人赔付给未成年人的费用；乃至是把遗失的物品完

璧归赵的未成年人而得到的奖励，等等。其余义务获得的资产有失物占有、由捡

拾物得到的奖励、获得赠送、即时获得、发现掩埋物及生命财产遭到违法侵占而

得到的赔付，还含有用本金支付的资产。 

二、未成年子女财产保护制度的特点 

（一）保护的主体是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在法律上是拟制的。因为在心理、生理上还未稳重发展的未成年人，

判定技能和认知发面对比成年人，存在较大差别，尽管法规赐予未成年人拥有自

立的民事的主体资格权利，但是遭受行为处事能力的局限。由于社会的体验欠缺、

自我控制力不足、认知判断能力等层次的欠缺，未成年人面对自身资产的管理应

该约束，否则，未成年人或许会有对自身资产处理不当的行为。所以，就保护正                                                               
① 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671. 
② 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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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贸易秩序，也是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和当事人的权益，创立代理者帮

助未成年人的践行实施一些法律行为。未成年人必须在直系亲属或者监护人的帮

助下践行法规准则，或由其直系亲属或者监护人代替践行法规准则，弱势团体需

用法律的形式维护其权益是由未成年人本身的特征确定的。  

（二）保护的客体是财产权 

我国《宪法》的章程中，私有的财产权利是基本人权的重要构成之一。未成

年人的财产权利应当得到保护的本质是未成年人合法享有平等的根本性人权，因

此合法享有财产权。按照人权的角度来说，财产权利与人权不可分割，相互依存。

此种前权利之所以被未成年人拥有，是由于未成年人拥有独立人格。①平等作为

重要的基本原则，是此种资产权利权限的基本特性，其他人是没有权利掠夺、

侵占的。②放眼全球，没有哪个国家不重视公民私有财产的维护。随着我国依法

治国的宗旨，公民私有财产作为公民享有的固有权益，意义不言而喻。 

（三）以家庭作为未成年人财产保护的基本社会单位 

未成年人作为国家的未来，家庭是他们发育的根基以及 普遍的社会元素。

社会的优良民风民俗，宗教信仰，家庭内部的制约被越来越多的作为调节固有家

庭关系别出心裁的方法，借以改善家庭内部人员的气氛进而促进家庭的权益 大

化，未成年的生活和成长大部分依赖监护人的养育进而达成的。与此同时，社会

的不断前进的过程中，监护人把自身的期望值寄予在未成年人的权利的传统做法

伴随而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给未成年人的成长带来了许

多不安定因素。因此，需要法律元素的介入进而断定未成年人的主体性元素，认

可未成年人资产权益的主体位置，承认他们和成人拥有同样的权利。 

（四）以法律作为未成年人财产保护的重要保障手段 

美国著名先驱学家美哈罗德•J•伯尔曼曾经这样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

则它形同虚设。”构建一个法制化的社会需要一段漫长的经历，一个没有信奉法

制的国家是不具备真正层面的法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对未成

年人所有的财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较为薄弱，尤其是在针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

特别法规定上存在着疏漏。鉴于法律是保障各项权利的 后一道屏障，通过立法

                                                               
① 刘震.人权法学视野下的私有财产权问题--兼与对其法制保障的初探[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

报,2007,(2):78—80. 
② 刘良志,陈璐.论我国宪法关于公民财产权规定之不足与完善[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 

2012,(2):157-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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