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3, 11(2), 700-705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2100   

文章引用: 朱静. 家事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问题研究[J]. 法学, 2023, 11(2): 700-705.  
DOI: 10.12677/ojls.2023.112100 

 
 

家事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问题研究 

朱  静 

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3年2月7日；录用日期：2023年2月14日；发布日期：2023年3月30日 

 
 

 
摘  要 

家事诉讼涉及了因感情关系引起的身份关系如亲子、婚姻关系或财产关系的法律纠纷，故而家事案件相

较普通民事诉讼案件具有更强的伦理性和复杂性。而家事案件中的当事人多为具有亲属关系的人，对簿

公堂时很容易对家庭中未成年人的精神和生理造成不良影响。未成年人心智水平不成熟和提高审判效率

的考虑，一般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家事诉讼中很少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本文探究了如何从程序保障的角

度来维护家事诉讼中未成年人的利益。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对我国家事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利益程序保障

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现阶段家事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利益程序保障存在的制度缺陷及实务困顿。

提出关于完善我国家事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利益程序保障制度的构建设想，包括确立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原则、完善案件事实调查制度、保障未成年子女参与诉讼的权利以及改善案件审理形式。 
 
关键词 

家事诉讼，未成年子女，程序保障，权益保护 

 
 

The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of Minor 
Children’s Interests in Family Litigation 

Jing Zhu 
Faculty of Law,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Feb. 7th, 2023; accepted: Feb. 14th, 2023; published: Mar. 30th, 2023  

 
 

 
Abstract 
Family litigation involves legal disputes over identity relationships such as parent-child, marital 
or property relationships caused by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so family cases are more ethical and 
complex than ordinary civil litigation cases. However, the parties in family cases are mostly rela-
tives, and it is easy to cause adverse effects on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of minors in the 
family when they are brought to court. The immature mental level of minors and the consid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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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f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trial generally seldom listen to the opinions of minors in 
family proceedings involving minors.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minors 
in family li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dural prote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isla-
tion and justi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rocedural protection of the in-
terests of minor children in China’s family litigation, and points out the institutional defects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dural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minor children in China’s cur-
rent family litig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idea of improving the procedural 
protection system for the interests of minor children in domestic litigation in China, including es-
tablishing the principle of maximizing the interests of minors, improving the case fact investiga-
tion system,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minor children to participate in litigation, and improving the 
case trial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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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家事诉讼概述 

1.1. 家事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家事纠纷是因家事纠纷导致的身份关系或财产关系方面的法律纠纷，因此当事人通常为家庭成员。

因为情感因素的存在，家事纠纷相较于一般的民事纠纷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家事诉讼是指由人民

法院基于保密审理和职权主义来对家事纠纷进行调整，并对相关案件予以判决。 
家事诉讼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家事诉讼具备强烈的人身性。由于家事诉讼的当事人身份较为特殊，他们之间通常具有亲属

或婚姻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属关系是彼此之间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基础，而这种特殊的身份关系

是稳定存在的，并不会随着家事诉讼的结束而结束。例如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在父母的婚姻关系的结束

之后还会面临着子女的抚养问题。 
第二，家事诉讼涉及了社会公益。在家庭纠纷中，权利的属性往往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们表现为

个人权利和个人需求；另一方面，这项权利也是具有社会公益性的义务。家庭是社会权利义务体系中的

重要组成单元，当家庭产生纠纷，存在家庭成员不履行其应当履行的义务时，社会的和谐与秩序会受到

影响。尤其是弱势群体，如未成年人、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会产生更加严重的社会

危害。 
第三，家事诉讼的程序具有复杂性。家庭纠纷它们往往是涉及身份关系和基于身份关系而产生的财

产关系的复杂纠纷。同时，家事诉讼由具有私密性，特别是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案件，需要保护其隐私权。

这使得家事诉讼不能仅仅基于法律法规进行裁判，更应考虑伦理道德、社会习俗和一般惯例，因此在程

序上应当与普通民事诉讼程序有所不同。 

1.2. 家事诉讼中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必要性 

本文中所指未成年子女指 18 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尽管不同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具有不同的心理状

态和行为能力，但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未成年人并不具备独立参与家事诉讼活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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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事诉讼中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必要性有如下两点： 
第一，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具有公益性。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有云，“少年强则国强”，未成年人

能否茁壮成长意味着国家的未来将会如何。因此不论怎样，国家应当将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放在优先

的位置。在家事诉讼中更应如此，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不仅是保护一个孩子的利益，更是在保护祖国

的未来。 
第二，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较为脆弱。未成年子女的生理与心理通常并不成熟，且尚未具有成熟的人

生观与判断善恶的能力，事物认识水平也相对有限，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对家人具有较高依赖性。因此，

若国家和社会不为未成年人建立起完善的利益程序保障制度，未成年子女会在家事诉讼的纷争中处于弱

势地位，而且其未来的身心健康发展也因处在一个不良的成长环境中而受到影响。 

2. 我国家事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利益程序保障的现状分析 

2.1. 立法现状与制度缺陷 

2.1.1. 立法现状 
我国在立法上一直注重对未成年人的利益保护。根本大法《宪法》中明确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原则。

我国还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条文来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在

《婚姻法》和《收养法》等单行法律中也可散见针对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保护措施。尽管我国立法注重对

未成年人的保护，但仍具有“重刑事轻民事、重教育轻救济”的特点[1]。 

2.1.2. 存在的制度缺陷 
尽管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对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法律法规，但在民事诉讼程序方面仍旧欠缺对未成

年子女利益的系统性的程序保障。根据民事诉讼法中有关诉讼行为能力的规定，未成年人想要参与民事

诉讼以保护自身利益须通过法定代理人，也就是说未成年人无法作为家事诉讼之中的当事人参与到案件

之中。在家事诉讼中法官想要维护未成年子女利益时常会面临缺乏指导思想的困境。在我国仅仅是各个

地方法院依据当地情况出台一系列针对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措施。缺乏统领性的方针指导使得未成年子

女的利益无法得到统一性的保护，在家事诉讼中法官更是面临着难以寻找可依靠的原则来审理案件的困境。 

2.2. 司法现状与实践困顿 

2.2.1. 司法现状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在家事诉讼的实践中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维护，在不断借鉴吸收别国家事诉

讼制度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程序保障的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国情，进行了一系列司法改革，使得我国家

事审判制度越来越完善。 
我国在家事诉讼中的未成年子女利益的程序保障还体现在对调解的高度重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

指导方针，法院在审理家事案件时应当拓展创新调解的机制方法，提高调解能力，确保调解能够发挥足

够的作用。 
法院在审理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家事案件时相较于普通民事案件更注意对隐私权的保护。我国民事案

件将公开审理作为基本原则，但为使得未成年子女能够健康成长，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公开审理会损害未

成年人的利益时，应当不公开审理。未成年子女的心理较为脆弱且不成熟，不公开审理可以更好地保护

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尽量减少对簿公堂给未成年子女造成的心理伤害。 

2.2.2. 实践中存在的困顿 
相较于普通民事诉讼来讲，家事诉讼的证据收集更加困难，因为许多证据涉及到案件当事人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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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隐私，特别是未成年子女与案件当事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作为父母的当事人更容易从自身利益

出发而隐瞒关键性证据。法官并不是全知全能的神，相较于作为法定监护人的与未成年子女朝夕相处的

父母，在对未成年子女的信息方面掌握方面具有绝对性的劣势，这导致法院在家事诉讼中所处的地位较

为消极。而且目前我国并未设置辅助性机构或制度以协助法官搜集家事诉讼相关证据。 
在家事诉讼中未成年子女也难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针对涉及未成年子女的

家事诉讼指出，涉及抚养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案件，应当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的子女的意见。但实际情况

是基于对未成年人的表达能力和处于对判决效率的考虑，法官通常很少听取未成年子女的意见，而未成

年子女的家事诉讼出庭率更是低下。在以参与家事诉讼的情况下，未成年子女无法将自身诉求完全地表

达出来，意愿容易被父母左右，甚至成为父母之间博弈的筹码，利益无法得到足够的保障。 
同时，我国家事诉讼的审理程序不够具有人情味，一家人剑拔弩张对簿公堂的形式常使得心理脆弱

的未成年子女受到情感上的伤害。 

3. 家事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利益程序保障的域外借鉴 

3.1. 英美法系 

3.1.1. 英国 
英国是一个非成文法国家，但却在有限的成文法律内却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贯穿其中。

早在 1989 年的《儿童法》中就明确规定了“儿童最大利益化原则”。2014 年，英国设立了国家性的家

事法院来集中审理国内有关家事纠纷的案件，由专业的家事法官审理家事案件以避免了司法资源的浪费。

英国在处理家事诉讼案件中注重优先使用调解手段。2010 年的《家事程序规则》指出在家事诉讼中，家

事法院法官必须考虑使用调解等方式来缓和或解决家事纠纷[2]。 
其次，英国针对家事诉讼制定了一些特别制度和条款来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一是制定“诉讼监

护人”制度。诉讼监护人具有和法定监护人相同的权力，可将“不合格”的父母取而代之替未成年子女

在法庭上提出针对监护权、抚养权等于未成年子女利益息息相关的诉求，避免了因父母利益冲突而损害

未成年人利益的现象；二是给予了法官很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有权对父母是否具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

能力进行判断，甚至可以根据自行判断取消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资格，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法官

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做出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裁决[3]。 

3.1.2. 美国 
美国的司法系统相较我国来讲有很大区别，分为各自独立的各州州内法院以及处理州际案件的联邦

法院。美国可谓是推进涉未成年人案件和家事诉讼案件专门化审判的先驱国家之一。美国少年法院的设

立可以追溯到 1899 年，伊利诺伊州的《少年法庭法》是全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的起源。因此从某种意

义上说，美国家事审判专门机构的产生源自少年法院的产生和发展[4]。1960 年起，在专业人士的推进之

下，各州相继设立了专门处理家事诉讼案件的家事法院。 
美国健全的家事法院体系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和健康成长。此外，美国家事法院

具有相当完善的调解制度，特别是离婚案件中关涉到未成年子女监护和探视权时，法院会进行强制调解。

在对簿公堂之前父母先坐下来商讨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探视问题，可有效避免法庭上高强度的对抗对亲子

关系、子女情感的伤害[5]。 

3.2. 大陆法系 

3.2.1. 德国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具有一系列成熟的成文法，而其针对家事诉讼程序也出台了相应的《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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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与非讼案件程序法》。德国设立了专业的家事审判机构，分别在地方法院、州高等法院以及联邦最高

法院中设立了家事法庭，当事人可依法上诉。德国的家事诉讼由具有家事诉讼专业知识背景的法官进行

审理，且为保障未成年子女利益，主管行政机关也可以参与解决家事纠纷。而法院为听取未成年人的意

见设立了“程序辅佐人”制度[6]。程序辅佐人承担与未成年子女沟通的责任，并且以独立的身份参与家

事诉讼。程序辅佐人负责向未成年子女解释家事诉讼的进程并且在诉讼过程与其监护人进行沟通以促进

家庭和解。 

3.2.2. 日本 
日本针对家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保护设置有家庭裁判所，负责家事诉讼案件的调解与审判的同时也

处理与未成年人保护有关的案件。根据 2003 年修订的日本《人事诉讼法》，人事诉讼案件不再由地方法

院管辖，而变为家事法院。日本的家庭法院是由家事法官、具有各种专业知识的调查员、调停员以及其

他协助成员构成。调查官运用其在专业领域的知识如医学、心理学等方面调查家事诉讼案件中有关未成

年子女监护权、抚养权等的案件事实以供法官参考，因此调查官制度是对于维护未成年子女利益非常重

要的一项制度[4]。此外，日本针对家事诉讼设置了类似我国调解制度的家事诉讼调停制度，家事诉讼案

件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前必须要经过调解，调解不成才可进入诉讼程序。许多家事纠纷在经过调解之后矛

盾被缓和，避免了一家人在法庭对抗的局面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的伤害[7]。 

4. 我国家事诉讼中未成年子女利益程序保障的完善 

4.1. 确立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不论是在法律法规中明文规定，还是在诉讼程序的构建中，大部分国家都已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

化原则”贯穿于其法律之中。例如法国将有关未成年人的收养、监护的内容写入民事诉讼法的特别程序

之中；而英国特别制定了《儿童法案》，其中对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家事诉讼的内容和普通民事诉讼有着

明显的区别。我国也应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最基本、甚至最

重要的法律原则之一贯彻于法律，特别是宪法之中，并且并基于这一原则和我国国情构建具有我国特色

的家事诉讼体系[8]。这不仅对于未成年人的利益保护有重大的原则指导意义，更能促进司法公正。 

4.2. 完善案件事实调查制度 

由于家事案件常常涉及到家庭内部隐私问题，因此法院在证据收集方面常常面临着当事人不配合提

交甚至隐瞒关键证据的困境。特别是因为解决家事纠纷关系到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所以不仅要

查明事实真相，更要去深入调查研究纠纷背后的原因与症结所在，法官并不具有足够的权力和能力去详

实地调查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情况以及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这也使得法院难以介入家庭内部关系来维护未

成年子女利益。为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可以扩大法官的职权，赋予其更大的依照职权调查案件事实并

取证的权利。未成年子女通常作为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和社会经验的一方缺乏自我调查取证的能力，甚至

缺乏对自身权利的认知，因此当未成年子女面临困境之时，法官应当依照其职权进行案件事实的查明并

向未成年子女解释其拥有的权利并引导其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一方面也可以借助社会力量，参

考日本的“调查官”制度，设立一套完整且详细的社会调查员制度，选任社会调查员或委任社会福利机

构负责对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监护权纠纷的家事案件进行庭前调查。 

4.3. 保障未成年子女参与诉讼的权利 

在未成年子女出庭率低下，意见表达权难以受到保护和重视的情况下，我国应当在立法层面保障未

成年子女参与家事诉讼的权利。未成年子女应当拥有自由表达观点和实施行动的权利以保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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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扩大未成年子女的诉讼行为能力。法官需在保障未成年子女充分理解和知晓基本案情的前提下，

鼓励未成年子女参与到家事诉讼的庭审中去。许多国家例如德国将 14 岁作为法官能否直接听取未成年子

女意见的分界线，在我国 14 岁以上未成年人也具有了限制行为能力，因此我国可扩大年满 14 周岁的未

成年子女的发言权甚至直接根据子女本人意见进行判决；未满 14 周岁的子女的意愿也应当有效地传递给

法院，在必要或涉及未成年子女重要利益如生命权的情况下可直接根据子女本人意见判决。 
针对年龄较小的未成年人的诉讼参与权的保护，可设立类似“诉讼代理人”的制度，由具有法律专

业知识的代理人或社会机构与未成年子女进行单独沟通并听取其意见，站在维护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的

立场上代理行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4.4. 改善案件审理形式 

由于家事诉讼涉及到家庭内部之间的纠纷与冲突，庄严肃穆的法庭也会使未成年子女感受到心理上

的恐惧和压力，因此具有人情味的庭审方式是更适合家事诉讼的。一是设立环境温馨的会客式及圆桌式

的家事审判庭，这种形式的家事审判庭也已经在我国部分地区得到推行。法官与当事人能够放松地围桌

而坐，以谈话而非普通审判庭中对抗的形式进行交流，在晓之以理动之以之中避免了庄严肃穆的法庭给

未成年人带来的精神压力，亦可缓解双方当事人的针锋相对的情绪。对于未成年子女来说，这种形式能

够更好地使法官了解未成年子女真实的意愿，从而可以作出维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判决。其次，家事诉

讼案件应当不公开审理。未成年子女心理较为脆弱敏感，而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家事诉讼案件多为离婚、

争夺抚养权和监护权的案件，与未成年子女的隐私息息相关，而公开审理的形式相当于将孩子们的“伤

疤”揭开给别人看。因此，除非当事人申请公开审理，法院应当站在保护未成年子女隐私权的角度上进

行不公开审理。 

5. 结语 

子女是家庭的希望，而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未成年子女能够拥有的健康成长环境一直是我们所

希望而为之努力的，而在家事诉讼中维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更应受到重视。而我们应当跟随世界的脚步，

保持思考和探索，为未成年人提供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构建更好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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