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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各国不同实体法的规定使涉外婚姻中父母子女关系法律适用冲突出现频繁，如何正确适用法律解决涉外

婚姻中的父母子女关系成为难题。如今我国的立法体制中《民法典》的出台对于相关问题解决有一定效

用，但立法规定不详、无专门性规定等不足使法律适用问题仍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面对此种困境，合理

利用法律适用规则、原则分析法律适用存在的问题，方能对法律完善提出恰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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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visions of different substantive laws in various countries make the conflict of law applica-
tion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foreign-related marriage frequent. How to apply the law to 
solve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in foreign-related marriage has become a difficult problem. 
However, the current legislative system of our country is insufficient to solve the relevant prob-
lems, and the prominent problem of law application cannot be effectively solved. In the face of this 
dilemma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we can make proper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aw 
only by making reasonable use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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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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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使国际间交流增多，同时也让具有涉外因素的父母子女关系面临

着各国不同的实体法规定，适用哪种冲突规范和准据法解决问题且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是横在国际交流

之间的难题。二战以来，随着各国对人权保护的呼吁，在国际私法的研究中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法律适用

原则，人权观念的重视使各国均倾向于重视儿童利益保护，保护儿童利益原则也就成了诸多国家制定亲

子法规范的指导原则，并在此原则上形成了法律适用规则。但不是所有国家都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来支撑

原则和规则的适用，在实践中，法律适用还是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我国亦然。下文将从涉外婚姻中父母

子女关系的法律适用原则和规则出发，再结合我国的立法规定，对涉外婚姻中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适用

问题进行分析并尝试对我国涉外父母子女关系法律适用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议。 

2. 涉外婚姻中的父母子女关系概述 

2.1. 涉外婚姻中的父母子女关系的发展和现状 

作为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一种，父母子女关系指的是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也被称作亲子

关系[1]。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历史的延续中体现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对生产生活以及秩序的要求。

因此，不同的时期和社会制度，父母与子女双方在法律上的地位以及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内容都有很

大的不同。 
早期的父母子女关系中，各国强调“父权”的权威性。如中国古代的父母子女关系是由父亲的父权

和子女对父母的服从构成，《荀子·富国》中就有：“君子有其道德修养，并且明辨是非。”而辨别是

非的方式就是，长幼与贵贱都按照上下等级进行区别，贫与富的轻重都有不同分别，且各自守住自己的

本分[2]。近代以来，各国通过宗教改革加强了父母对子女义务的观念。特别是二战后，国际社会提倡人

权保护观念，在亲子法方面，对家庭中儿童的健康成长更加关注，强调父母子女关系平等，且立法的重

点从肯定父母对子女的权威和强调子女对父母的服从，向关注儿童利益的保护发展，许多国家都规定了

子女属人法。全球化背景下涉外婚姻的增多，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涉外父母子女关系问题。而且由于每个

国家对于父母子女关系都有不同的法律规范，为使涉外案件得到解决各国大都通过制定法律适用法或者

其他冲突规范来解决具有涉外因素的父母子女关系问题，而如何使规范得到有效的适用是解决法律问题

的重点。 

2.2. 涉外父母子女关系的成立、分类 

父母子女关系的成立是在对父母子女关系间适用法律之前必须解决的先决问题。涉外父母子女关系

的成立涉及多个法律制度，主要有子女是否为父母婚生的否认制度、非婚生子女具有婚生地位的认领和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319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陈娟 
 

 

DOI: 10.12677/ojls.2023.113190 1330 法学 
 

推定制度[3]。首先，父母婚生的否认制度，是指父亲一方对子女是否婚生的否定，一旦父亲一方提供证

据向法院请求否认父母子女关系成立的请求得到支持，其对子女就不再具有法定的权利义务。其次是非

婚生子女的认领制度以及婚生子女的推定制度，目前对于父母与子女身份关系的推定标准主要有三种立

法规定：1) 出生论。指的是在父母婚姻有效期间出世的子女可认定为婚生子女。这一制度在英美法系国

家得到适用。2) 受胎论。受胎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过程中的子女就能被推定为婚生子女，这一论断在台

湾受到认可。3) 混合论。一些国家既有出生论也有受胎论，不同的是一种以受胎论为主，出生论为辅助

立法理论，而另一种是以出生论为主，辅以受胎论。大多数国家认为，受胎或出生发生在父母有效的婚

姻关系期间的子女，与子女亲生母亲的丈夫有血缘关系。我国实体法对这一问题没有规定。其实在父母

子女关系中还有收养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但因收养子女关系在实践中各国大多有专门的法律规范来规范，

因此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成立问题一般只发生在具有直接血缘关系的父母子女之间。且在父母子女关系

中，发生纠纷比较多的是父亲身份的确定，因为父亲有权通过婚生否定来推翻父母子女关系的存在[4]。
在具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子女关系中，子女是否为婚生影响着父母子女之间的法律适用。但是随着现代社

会对人权平等观念的深入认识，大多数国家不再从法律上对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区别对待。 
对于父母子女的分类除了婚生与非婚生还存在多种分类，且每个国家有不同。如根据血缘的不同可

分为：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法律拟制的父母子女关系、人工生育父母子女关系。大陆法系与英美

法系的分类也有所不同，大陆法系一些国家分为：父母和婚生子女、父母和非婚生子女、养父母子女、

父母与人工生育子女。英美法系则有国家将父母子女关系分类为：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人工生育子

女。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父母子女关系权利内容也有所不同：大陆法系的父母子女关系更强调亲权的行

使，而英美法系中父母更多扮演的是监护人的角色。不同的分类可以体现各个国家对父母子女关系立法

理念的不同，从而所制定的实体法和法律适用法不同，也就产生了复杂的法律适用问题。 

3. 涉外婚姻中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适用 

涉外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适用是各国法律机关依照各国立法对案件进行处理的过程。各国对于父母

子女关系内容的法律适用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取“父母子女关系”一词，规定一条冲突规范；

另一种是根据内容的不同分为亲权、父母对子女的照顾权、监护权等严格区分父母对子女的权利义务，

通过制定不同的冲突规范来处理适用问题。同时，随着国际社会关于国际私法的研究越来越多逐渐形成

了一些认同度比较高的法律适用原则，这些原则对各国的立法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也表现出国际立法

趋势。 

3.1. 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适用原则 

父母子女关系法律适用原则目前主要有：弱者利益保护原则、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

则。弱者利益保护原则是指在法律适用时注重弱者利益一方的保护，确保规定弱者利益的法律得到适用。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第 25 条规定了父母与儿女

的人身和财产关系，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的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的可适用当事人一方的经常居所地

法或国籍国法，这利于保护弱者的合法权益。故作为我国规定的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冲突规范，这一条

文表现出了我国对弱者利益保护原则的学习。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指的是各国在立法中加强对儿童利益

的保护和重视，强调“子女本位”，加强对儿童利益的保护[5]。这一原则的实行反映出许多国家立法理

念的转变，同时也直接表现出了各国对儿童地位的承认和尊重；最密切联系地原则就是在涉外民事关系

中适用与民事关系的事实或者当事人具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这一原则为当代国际私法提供了一种崭

新的连接点和法律选择方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作为国际私法的基本原则，弱者利益保护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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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具体适用于涉外家庭领域中，发挥着指导作用对涉外婚姻家庭法律适用过程和

结果进行指导。 

3.2. 涉外父母子女关系法律适用规则 

父母子女关系是一种身份权，但是没有身份就没有身份权。所以父母子女关系的成立与否是父母子

女间权利和义务产生的前提。对于父母子女关系成立的法律适用，保护弱者的利益原则是涉外父母子女

关系成立的理论前提、是涉外父母子女关系在法律冲突解决过程中对人权价值的追求，也是国际私法谋

求实质公平的结果。比如在传统国际私法有不少国家把父母子女关系区分为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对

于婚生与非婚生的认定也有着自己的制度和适用规则。但是，随着现代社会对人权观念的加强，大多数

国家在法律上已不再作婚生与非婚生的分类。我国关于婚生与非婚生认定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 

3.2.1. 涉外婚生子女确定的法律适用规则 
在认定婚生与否的法律适用中，主要有以下法律适用规则：1) 适用父母属人法：在早期的家庭立法

中，受“父权本位”思想的影响，在很长的时间内，父之属人法都是涉外父母子女关系成立的准据法。

2) 子女属人法：自从国际社会对人权问题越来越重视，弱者利益保护儿童利益保护等概念频繁得出现在

国际私法学者的视野中，在父母子女关系立法中，有更多国家以子女属人法代替了父母属人法。3) 规定

父母婚姻效力的法律：父母婚姻的效力与父母子女关系成立挂钩。4) 适用有利于认定子女为婚生的法律：

子女的身份确定影响着子女的权利、财产以及在社会上的地位，子女作为确认婚生与否问题上的弱者，

应该受到国家和法律的保护。 

3.2.2. 涉外非婚生子女推定的法律适用规则 
非婚生子女获得婚生子女权利的方式是准正和认领，指已经出生的非婚生子女因父母事后结婚或在

父母婚姻中被认领或者因司法宣告等行为而取得婚生子女的资格的制度[6]。非婚生子女准正的法律适用

规则主要有：1) 对准正的方式不加以区分，直接统一确定法律适用规则。适用这样方式的国家有希腊和

土耳其等。这些国家大多适用属人法来确认父母子女关系。在冲突规范的法律适用上，其中一些国家采

取相对单一的冲突规范，也有一些国家采用选择性的冲突规范，两者相较起来选择性的冲突规范可以为

非婚生子女取得婚生地位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同时也有利于准正制度的适用；2) 分别确定不同的法律适

用规则，区分准正的方式。采取此方式的国家主要把准正的方式区分为：因父母事后婚姻合法而得到准

正、因父母认领得到准正、因司法宣告而准正等等。但亲子法发展的趋势是消除不平等，所以并非所有

的国家都有非婚生子女的准正制度，也有一些国家平等对待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给予他们同样的权

利。例如德国已经在法律上删除“婚生与非婚生”的说法，他们通过对生父身份的确认来确认生父子女

的利益。目前许多国家都趋向不区分婚生与非婚生[7]。 

3.3. 涉外父母子女人身关系法律适用规则 

具有涉外或者跨国因素的父母子女关系由于不同国家相关实体法规定上的差异引发了法律冲突使父

母子女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产生。在具体法律适用时存在不同的法律适用规则。按照其权利内容不同，

父母子女关系可被细分为父母子女之间的财产关系与父母子女之间的人身关系。大多国家都对父母子女

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如英国在人身方面规定了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

惩戒权、保护子女受教育权等；在财产方面则规定父母作为自然监护人有权管理子女的财产，但是并不

享有用益权。除了内容的具体规定，有的国家还针对人身与财产关系的不同规定了法律适用规则。其中

父母子女的人身关系法律适用规则主要有：适用双方共同居所地法。即在当事人双方存在共同居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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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适用双方的共同居所地的准据法，这一适用规则用以确定准据法的适用较为简便。比如日本法律规

定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法律关系，如果子女的国籍国法与父母一方的本国法相同或父母一方去世时与另

一方国籍法相同，就适用子女本国法。在其余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子女的经常居住地法。这是各国强调儿

童利益保护趋势的体现。 

3.4. 对于涉外民事关系的识别定性影响着法律适用规则的选择 

法院在处理案件时是围绕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而展开的，对于案件的识别定性影响着案件的审理结

果。国家不同，对于同一事实或行为赋予的法律性质也不同，会致使适用的冲突规范不同；各个国家法

律部门分类不同，把同一个问题归到不同的法律部门也会导致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甚至有些国家法律

中规定的制度在其他国家不存在。所以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对于案件的识别定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识别定性不同适用法律不同、审理法院也可能会不同。如在英国法院审理的“马尔多那多遗产案”中，

以英国冲突法定性遗产为无主物，这种情况就需依照物之所在地法即英国法适用，财产属于英国。而按

西班牙冲突法，应定性遗产为有继承人的财产，该案件就是一个财产继承案件，可按照英国有关涉外遗

产继承的规定确定准据法的适用[8]。 

4. 我国对于涉外婚姻中的父母子女关系法律适用存在的问题 

我国关于涉外父母子女关系规定的不足主要在于立法方面不足导致在法律适用上无法找到准确对应

的规范来适用；法律规范本身的缺陷导致适用的法律不清晰等，具体而言有以下表现： 
第一，我国对于父母子女关系的立法内容薄弱。我国立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

法典》)出台之前对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主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中，

但我国《婚姻法》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法律，在最初立法时体现出了我国对于婚姻关

系的重视，却忽略了家庭关系立法的重要性。之后立法虽然在不断的强化重视父母子女关系，并加以完

善，但我国亲子法的内容依旧薄弱。首先，关于涉外父母子女关系成立的法律适用，我国缺乏完整的立

法。对于涉外父母子女关系的冲突规范，其立法内容应当涵盖所有的父母子女关系问题。父母子女关系

的确认是对子女益保护的重要环节，不能确认父母的身份会使未成年子女监护和抚养落空，不能完全保

障好未成年人的利益。而在我国《民法典》第 1073 条虽规定父母子女关系可以请求确认或否认亲子关系

的，但却未有进一步规范确认流程或者针对涉外婚姻中的父母子女关系与他国准据法相冲突时该怎样适

用法律，事实上《民法典》对涉外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定仍是不足的。 
其次，我国法律适用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父母关系成立所适用的法律规则，这样不利于涉外父母

子女关系认定案件的处理。在我国现行《法律适用法》25 条和 30 条分别对父母子女关系和监护的法律

适用规则作出了规定。但父母身份确认的立法几乎是空白的，没有直接规定父母身份确认的规则。使得

实践中对父母子女关系的判定没有可遵循的法律依据。其次，我国法律适用法在父母子女关系的内容上

没有具体的区分和针对性规定，如在《法律适用法》第 25 条中我国立法将父母子女关系分为父母子女之

间的人身关系和父母子女之间的财产关系，法律规定的父母子女关系间人身和财产事项的一般法律适用

规则比较宽泛，且亲子关系的确认和内容指向不明。显然，在法律实践中，《法律适用法》规定的内容

并不能把法律问题完全穷尽。 
第二，法律规定不具体、不统一。面对增多且具有涉外复杂因素的父母子女关系问题，我国没有专

门的亲子法。当前我国《民法典》出台的对家庭关系进行了专章规定，父母子女关系、其他近亲属关系

则作为单独一节来系统规定，这样的方式相较于之前规定分散的情况，有利于解决法律不统一的问题。

但法律的规定对于涉外婚姻中的父母子女关系仍然不够具体，对于较为复杂的涉外婚姻中的父母子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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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没有明确规定[9]。比如亲子认定制度，根据《民法典》1073 条的规定会发现法律并未构建起完整的亲

子身份确认制度，也没有确立亲子身份推定的基本规则。从法理上看，没有推定的一般规则，否认将无

法进行。在立法缺少亲子身份推定规则的情况下，规定亲子身份异议之诉，会使亲子身份确认制度的内

在逻辑被分裂。其次，未设置否认权除斥期间使否认权人可随时行使权利，又会让亲子关系处于不稳定

状态。除此之外还有连接点的不全面。连接点作为特定的事实构成和某一个国家的法律的联系纽带，在

法律适用中常用来确定具体的法律适用地。一条冲突规范中多个不冲突的连接点设置也能体现法律选择

中多种价值的平衡。涉外婚姻中的父母子女关系不是简单的法律关系，因此对于它的法律适用也不是简

单的连接点运用，而是多个连接点在运用上相互补充[10]。这样才能达到合理适用法律的效果。但在我国

婚姻家庭法律关系上没有明确的连接点的设置，《法律适用法》作为我国的冲突规范，对于涉外婚姻家

庭的法律适用主要的条文是第 21 条、23 条以及 24 条，这三个条文分别规定了共同的经常居所地和国籍

地、婚姻缔结地三个连接点来按次序选择的冲突规范。但这样的规定在法律适用时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对于连接点的运用不能很好地体现对弱势一方的倾斜保护。父母子女关系需要增加连接点并从人身

与财产不同方面来分别立法，这样能更加准确地在法律适用时选择有助于实现弱方利益的法律。 

5. 对涉外婚姻中的父母子女关系法律适用的改善建议 

对涉外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适用存在的问题的改善，如前所述首先从立法上需先从立法体例上出发

建立一个完善的专门规定父母子女关系的立法体系；其次在内容上，增加对于涉外父母子女关系成立的

法律适用法规定。同时，在有原则性的规定上还需增设具体法律适用规则以及制定统一的规范来规定涉

外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再针对连接点的增设作出改变。借鉴各国先进的立法理念和国际上关

于弱者利益保护以及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并考虑从“父母本位”向“子女本位”转变的先进价值取向，

跟上时代的发展趋势。遵循以上几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立法体例的完善。对于立法方面现行法律除《民法典》以及《法律适用法》之外并未有专门规定

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规范，而这一现状与父母子女关系纠纷复杂以及常见的特性无法匹配。加之现行法

规定只是原则的规定并未有适用规则的具体细化，故在已有法律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立法体例，如出台关

于父母子女关系法律适用相关司法解释，以及建立专门的法律来规定都具备现实的需要。 
2) 系统规定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内容，并明确涉外父母子女关系准据法的适用范围。太过宽泛

的法律规定不利于实践的操作，国际上大多国家对父母针对未成年人子女的人身和财产上的权利义务进

行了规定[11]。这些权利与义务关系一般统称为亲权，我国的家庭法中的父母子女关系概念并没有建立较

为健全的亲权制度，大陆法系国家很多建立得比较健全。大多国家认为父母是亲权人，如果父母在谁是

亲权人的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则一方死亡或者丧失了亲权时或者父母离婚、分居、婚姻无效时各国有

不同的规定。但在对于父母子女之间具体的权利义务范围可借鉴国际公约中关于儿童利益的保护原则或

各国对父母子女人身和财产关系的立法。确定权利义务如区分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对权利义务关系内容

进行细化，如英国在人身方面规定了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惩戒权、保护子女受教育权等；在财产方面

则规定父母作为自然监护人有权管理子女的财产，但是并不享有用益权。我国同样可根据“子女本位”

原则，细化子女权利义务并制定出针对性的准据法，完善我国法律体系。 
3) 法律适用规则的增设。这里的法律适用规则的增设主要是父母子女关系成立的法律适用规则。如

上所述，父母子女关系的成立是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产生的前提条件，关于父母子女关系成

立的法律适用规则主要有非婚生子女的认领规则以及婚生子女的确认规则，对于这两项适用规则可制定

一般通用的法律适用规则来适用。目前现行的《法律适用法》没有对此做出规定。为了更好地解决父母

子女关系之间产生的问题，也为了我国法律在立法上更加的完善，我国应在涉外父母子女关系成立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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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适用规则上做出详细的规定。如父母子女关系成立、确认的法律适用规则，包括对婚生子女是适用父

母属人法还是子女属人法还是适用有利于子女的法律，对非婚生子女又是否区分准正方式等。 
4) 适用法律时，根据具体个案合理地选择最佳的连接点及准据法。面对多个连接点时也要考虑个案

的情况选择适用，所以在连接点的设立上应当更加灵活，才能处理复杂的案件问题[12]。结合我国国情，

合理的修改会更加有利于法律适用问题的解决。并在法律适用上贯彻“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原则”。保护

未成年人的利益、弱者利益是国际社会追求人权平等的重要关注点。如英国早在 1989 年就明确规定了

“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台湾也在其法律中指出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是家事立法的宗旨，并且基于

此进行了部分制度设计。维护未成年的利益是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未成年子女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法

律适用之后的审判结果对子女之后的生活以及教育有着重大的影响。所以我国也应紧跟国际社会发展，

针对未成年利益的保护加强立法保护力度，增加对未成年权益保护的水平。 

6. 总结 

涉外亲子关系是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际私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全

球国际化的今天，时时在面对着纷繁复杂的法律问题，而父母子女关系是我们在生活中较为常见的问题。

要解决在涉外父母子女关系中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必须从立法着手，认识到我国《法律适用法》以及

《民法典》在涉外父母子女关系规定的不足。不仅要有成体系的实体法，也要建立完善的冲突规范与准

据法。完善涉外父母子女关系的内容，特别是关于父母关系成立的立法，使涉外亲子关系立法框架与体

系协调一致。同时，在此过程中还要吸收借鉴国际上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先进理念，使我国法律研究步

伐与国际保持一致。站在有利于当事人的角度上完善立法，为法律适用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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