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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1053条的出台，改变了重大疾病对于婚姻效力的影响，患有重大疾病的一方

隐瞒情况与另一方缔结婚姻不再属于无效情形，而是属于可撤销婚姻的情形之一。这一改变体现了我国

婚姻家庭法对当事人婚姻自由意志的尊重。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并没有对“重大疾病”的范
围和种类做出进一步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对于重大疾病的认定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提出撤

销婚姻之诉的一方举证困难等问题，因此在重大疾病的认定标准和此类案件的举证制度上应该进一步改

进和完善，同时提高缔结婚姻双方的婚检意识，从源头上避免重大疾病对婚姻效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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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mulgation of Article 1053 of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changed the 
impact of serious illness on the validity of marriage, and the concealment of information by one par-
ty suffering from serious illness and the conclusion of marriage with the other party is no longer an 
invalid situation, but one of the situations that can revoke marriage, and serious illness is no longer 
the reason for prohibiting marriage. This change reflects our country’s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to 
the parties’ free will of marriage respect. However, the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not made further provisions on the scope and types of “major diseases”, resulting in the lac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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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ied and clear standard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major diseases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difficul-
ties in proving evidence for the party who filed a lawsuit for annulment of marriage. Therefore, the 
criteria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major diseases and the system of proof in such cases should be fur-
ther improved and perfected, and the awareness of marital examination of both parties should be 
enhanced to avoid the impact of major diseases on the validity of marriage from the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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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大疾病对婚姻效力影响的有关法律规定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中涉及重大疾病对于婚姻效力影响的有关规定，经

历了对患有重大疾病者禁止结婚到尊重婚姻当事人自主选择的变化过程，体现了我国涉及重大疾病对于

婚姻效力方面的立法不断趋于成熟。在最早的 1950 年《婚姻法》中，其第五条第二、三项规定“有生理

缺陷不能发生性行为者”、“患花柳病或精神失常未经治愈，患麻风病或其他在医学上认为不应结婚之

疾病者”禁止结婚。法律之所这样规定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重大疾病往往具有传染性、遗传性等特点，为

了避免传染性疾病的扩大和减小后代患病的可能性，所以规定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能结婚的疾病者禁止

结婚的情形。而禁止不能发生性行为者结婚，是受到“养儿防老”“延续后代”等传统家本位思想的影

响，认为此种人结婚无法为国家创造新的劳动力，而剥夺其结婚的自主权，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此种

立法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公权力对个人婚姻自由的过度干预。随着法律观念的进步，1980 年的

《婚姻法》只保留了“患麻风病未经治愈或患其他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情形，体现了我

国立法逐步向保障当事人婚姻自主权、尊重当事人意愿的方向转变。2001 年《婚姻法》第七条第二项进

一步修改为“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之情形禁止结婚，并在第十条的第三项规定了“婚前

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即使结婚也属于无效婚姻。这也是首次在《婚姻

法》上提到了无效婚姻的概念，这一规定可以看作是对第七条第二项规定的事后预防，也就是说即使在

司法实践中患有法律上规定的禁止结婚的情形者登记结婚了，也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效力。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 

相较于《婚姻法》对于重大疾病禁止结婚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有关重大疾病对于婚姻效力影响的法律规定有了重大改变：首先，《民法典》在 1053 条规定

了患有重大疾病的一方在结婚登记前对另一方具有如实告知义务，如果不履行对另一方的告知义务，那

么另一方则享有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婚姻的权利。其次，《婚姻法》中对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

婚的疾病”禁止结婚的情形在《民法典》中被删除 1。最后，《婚姻法》中对于“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

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无效的情形也被删除 2。也就是说在《民法典》出台以后重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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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八条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 
2参见《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 重婚；(二) 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 未到法定婚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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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不再是禁止结婚的情形之一，也不属于无效婚姻的情形了，而是变成了可撤销婚姻的情形之一。通常

情况下，结婚登记前的一方如果对另一方隐瞒重大疾病，会影响到另一方对于缔结婚姻的意愿。因此，

增加患有重大疾病者在婚前的如实告知义务，同时规定被隐瞒真实情况的一方拥有可撤销婚姻的权利，

并且这种撤销权的行使必须以向法院提出形成之诉的方式进行，意味着当事人在结婚之后面对隐瞒重大

疾病的配偶，既可以选择继续维持法律婚姻，又可以选择向法院提出撤销婚姻的申请，这种立法规定不

仅保障了当事人的知情权，还最大程度上尊重了当事人对于婚姻自由权的选择[1]。 

1.3. 其他有关法律的相关规定 

我国现行《民法典》并没有对何为重大疾病做出进一步的明确规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认

定重大疾病时大多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2017 修正)》(以下简称《母婴保健法》)、《婚前

保健工作规范(修订)》、《异常情况的分类指导标准(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3,4,5。这三部法律文件都

规定了如果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前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指定传染病、有关精神病，并且在结婚登记时

并没有治愈，那么男女双方应该暂缓结婚。因为这三类疾病往往会影响人的生命安全、扩大传染疾病的

感染率，进而危害到缔结婚姻的本质，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会将上述法律规定的暂缓结婚的疾

病作为判断重大疾病的参考标准。 

2. 婚前隐瞒重大疾病对婚姻效力影响的具体案例分析 

本文的案例来源于中国法律文书裁判网，通过键入关键词“民事案件”“撤销婚姻”“重大疾病”

“如实告知”“判决书”等关键词，共得到相关文书 132 份。在剔除相关性不大、一审二审重复的案例

以后，剩下 117 份裁判文书。其中 75 份案例法院支持了一方因为隐瞒重大疾病，另一方提出撤销婚姻的

诉求，剩下 42 份案件未获得法院支持。 

2.1. 法院支持因婚前隐瞒重大疾病的而撤销婚姻的情形 

在七十五份获得支持撤销婚姻的诉求中，法院的裁判思路往往是判断案件的情况是否符合以下三个

构成要件：1) 向法院提出撤销婚姻的时间是否满足《民法典》所规定的行使撤销权的时间，即知道或应

当知道对方隐瞒重大疾病的一年之内提出。2) 一方所患疾病是否属于《民法典》1053 条所规定的重大疾

病。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通常会依据《母婴保健法》第 8 条、第 38 条的规定以及结合一方所患疾病是否

会对另一方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或者是该疾病是否是原生性的家族遗传疾病，是否会给下一代的

子女健康造成难以治愈的危险，是否足以危及婚姻本质为前提来综合判断对方所患疾病是否属于可撤销

婚姻的重大疾病。3) 一方是否履行了在明知自己患有重大的疾病的情况下对另一方的如实告知义务。在

三个构成要件都满足的时候，当事人提出撤销婚姻的申请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反之则不能得到法院的

支持。 

2.2. 法院不支持因婚前隐瞒重大疾病的而撤销婚姻的情形 

在 42 份未得到支持撤销婚姻的诉求中，大部分案件是因为不满足上述所说的第二个构成要件，即原

 

 

3参见《母婴保健法》第八条：婚前医学检查包括对下列疾病的检查：(一) 严重遗传性疾病；(二) 指定传染病；(三) 有关精神病。

经婚前医学检查，医疗保健机构应当出具婚前医学检查证明。 
4参见《异常情况的分类指导标准(试行)》规定暂缓结婚者为：1) 性病、麻风病未治愈者。2) 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和其他精神

病发病期间。3) 各种法定报告传染病规定的隔离期。 
5参见《婚前保健工作规范(修订)》规定婚前医学检查的主要疾病为：1) 严重遗传性疾病：由于遗传因素先天形成，患者全部或部

分丧失自主生活能力，子代再现风险高，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疾病。2) 指定传染病：《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

的艾滋病、淋病、梅毒以及医学上认为影响结婚和生育的其他传染病。3) 有关精神病：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

重型精神病。4) 其他与婚育有关的疾病，如重要脏器疾病和生殖系统疾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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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主张被告所患疾病不属于《母婴保健法》第八条、第三十八的规定。比如法官认为被告病情诊断为“伴

有××性症状的重度抑郁症发作”，该类疾病不属于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所列举暂缓结婚

的重大疾病，故对于原告主张被告婚前所患疾病为《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条第一款中的“重大疾病”，

不予支持 6。还有一些案件是因为不满足第三个构成要件即原告举证不能，所以得不到法官的支持。举证

不能包括以下情形：1) 原告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该疾病属于法律规定的重大疾病 7。2) 原告主张被告

婚前隐瞒重大疾病的行为没有事实依据 8。3) 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系在婚前进行检查得知自己患病

情况 9。4) 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在双方结婚登记时属于精神疾病的发病期 10。此外，还以少

数案件是因为行使婚姻撤销权的期间已经过了法律规定的时间，不满足第一个构成要件的要求 11。 

3. 重大疾病对之于可撤销婚姻的实践困境 

3.1. 司法实践中对于重大疾病的认定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 

我国《民法典》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对重大疾病的认定标准做出进一步的规定，实践中，法官

认为属于重大疾病的通常有以下三类：严重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有关精神病 12。上述三类疾病都

属于法律所规定的结婚登记前疾病检查的范围，法官们在司法实践中都有着比较统一的认识，即都认可

这三种疾病属于《民法典》所规定的重大疾病。但是，对于超出了婚前医学检查范围的疾病能否被认定

为重大疾病，仍旧困扰着法官[2]。一方面法官由于专业上的局限，所以并不了解医学上的疾病情况；另

一方面，因为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重大疾病的判断标准，所以法官在认定重大疾病上具有比较大的自

由裁量权，在这个过程中法官的性别、年龄、价值取向都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法官的判断，因此很容易导

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形。比如对于生育障碍型疾病是否属于重大疾病的认定上，在司法实践中法官的判断

存在很大的偏差。有的案件中，法院认为被告患有尿毒症，不适宜生孩子，属于重大疾病，因此法院支

持了原告撤销婚姻的诉讼请求 13。与之相反的是在另一件案件中，法院认为按照《母婴保健法》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重大疾病”一般是指：严重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及有关××。
而被告所患疾病不论是是女性不孕还是原发性不孕，都不属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所规定的无

效或禁婚情形，也不属现行《民法典》所规定的重大疾病。因此，法院最后没有支持原告撤销婚姻的诉

讼请求 14。又比如在对于重度抑郁症是否属于《民法典》上所认定的重大疾病，不同的法官存在不同的

理解。在有的案件中，法院认为被告婚前患有重度抑郁症，属于重大疾病情形，其在婚前并未全面、准

确、详细地如实告知原告，该病症对婚姻生活会造成较大影响，因此支持了原告撤销婚姻的诉讼请求 15。

但是在另一案件中，法官认为被告的重度抑郁症不属于上述《母婴保健法》所列举暂缓结婚的重大疾病，

故对于原告主张被告婚前所患疾病为《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条第一款中的“重大疾病”，不予支

持(见 p. 800 脚注 6)。从上述案列可知，对于涉及专业性较强的医学疾病是否属于《民法典》1053 条所规

 

 

6参见云南省彝良县人民法院(2022)云 0628 民初 1818 号民事判决书。 
7参见安徽省淮南市谢家集区人民法院(2022)皖 0404 民初 999 号民事判决书。 
8参见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2021)津 0106 民初 770 号民事判决书。 
9参见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2021)豫 0928 民初 11825 号民事判决书。 
10参见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2021)闽 0305 民初 6116 号民事判决书。 
11参见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2023)鲁 0811 民初 17946 号民事判决书。 
12参见《母婴保健法》第三十八条 1) 指定传染病，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艾滋病、淋病、梅毒、麻疯病

以及医学上认为影响结婚和生育的其他传染病。2) 严重遗传性疾病，是指由于遗传因素先天形成，患者全部或者部分丧失自主生

活能力，后代再现风险高，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遗传性疾病。3) 有关精神病，是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

型精神病。 
13参见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2021)鲁 1521 民初 954 号民事判决书。 
14参见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赣 05 民终 849 号民事判决书。 
15参见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2022)鲁 0783 民初 1066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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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重大疾病，仅仅只靠法官根据审判经验和个人的主观判断会使得法律效果评价缺乏正当性，从而影

响司法公正。因此，需要进一步在法律规定中明确重大疾病的认定标准[3]。 

3.2. 司法实践中举证责任的分配有待改进 

从上述第二部分的具体案例分析可知，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不支持撤销婚姻的诉求是因为原告举

证不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 修正)》第九十条的

规定，当事人需要对自己所提出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的事实，提出证据进行证明，如若不能将承担举证

不能的后果。具体到因重大疾病要求撤销婚姻的案件中，原告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婚姻，通常需要证明被

告所患疾病属于重大疾病、被告有隐瞒疾病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原告主张被告患有精神类重大

疾病，还需要原告证明被告在结婚登记时处于发病期间或者被告结婚前后有明显的异常行为和表现 16。

事实上，许多疾病具有非常强的医学专业性，即使是专业医师也需要通过医学仪器诊断才能识别，普通

人需要证明该类疾病属于重大疾病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让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鉴

定出具专门的医疗意见，但是这需要另一方可能患有重大疾病的配偶配合才能进行，如果另一方拒不配

合进行专门的医学检查，那么此种情形下举证不能的后果将由谁来承担呢？在现实的司法案件中，就算

通过医学鉴定能够证明一方患有的疾病属于法律上认可的重大疾病，但是医学鉴定要想诊断出患有疾病

的一方在结婚登记时是否处于发病期，还是十分困难的[4]。 

4. 重大疾病之于可撤销婚姻制度的完善建议 

4.1. 明确重大疾病的认定范围 

我国《民法典》新增第一千零五十三条，将以前《婚姻法》规定的重大疾病禁止结婚修改为可撤销

婚姻的情形，目的之一就是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婚姻自由，尊重当事人对于结婚的自主选择权。然而，疾

病范围的不明确可能会阻碍《民法典》婚姻自由的法律意图充分实现，也会出现因为重大疾病的认定范

围不明而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影响司法公正，因此应该进一步明确重大疾病的认定范围。首先，应

该明确重大疾病的含义。《民法典》1053 条所规定的重大疾病是否是等同于医学上所认定的重大疾病，

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民法典》1053 条所规定的重大疾病的含义，应该应按照该“重大疾病”是否能够

足以影响另一方当事人决定结婚的自由意志或者是否对双方婚后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的标准严格把握，而

不应该将医学上对于重大疾病的认定标准直接移植到法律的判断上来[5]。其次，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出台

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属于法律上的重大疾病的种类和病名。笔者建议可以将司法实践中法官都一致认

可的三种类型的疾病类型即严重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有关精神病纳入法定的重大疾病种类之中，

同时将实践中争议比较大的疾病，像生育型障碍疾病、严重抑郁型疾病以及纯粹经济耗费型高的疾病，

以这些疾病是否影响夫妻间的共同生活为判断原则并结合医学专家的专业意见纳入重大疾病种类的考虑

之中。最后，应当在结婚登记中把好关，让结婚申请人明白哪些疾病属于法定“重大疾病”，让当事人

在结婚程序中签署知情同意书。 

4.2. 改进举证责任的分配制度 

原告因被告隐瞒重大疾病向法院提出撤销婚姻之诉，按照我国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原告当然

要提出相关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所主张的积极事实。但是在该类案件事实中，涉及一些专业的医学疾病证

明问题，如果将全部的证明责任归于原告，会导致在客观上原告即使倾尽全力也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

因此不能一味的遵从我国既有的证明规则，应该按照公平原则对我国的证据证明规则进行一定的变通。

 

 

16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2021)苏 1283 民初 244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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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诉讼程序规则的变通不意味着违反我国诉讼法律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原告依然需要对自己主

张的事实提出证据进行证明，但是依据案件具体情况，在原告确实存在举证困难的情况下，应该由被告

适当的承担一部分举证责任[6]。比如对于一些非经专业的医学设备不能诊断出的疾病，原告向法院提出

医学鉴定申请，而被告拒不配合原告进行医学检查，此时法院也不能对被告实施人身强制，强迫被告进

行医学检查。这个时候可以看作原告已经提出了他所主张的事实所依据的证据，而被告对此提出了反驳，

那么根据我国诉讼法律的规定，当事人需要对反驳对方的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所以当被告拒不配合

进行疾病检查时，就应该将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由被告来证明自己在婚前未患有重大疾病。 

4.3. 提高缔结婚姻双方的婚检意识 

在司法实践中，之所以会出现大量因为重大疾病而向法院提出撤销婚姻的诉讼，是因为双方当事人

在登记结婚前并没有进行婚前体检，患有重大疾病的一方也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告知另一方自己的情形，

而这种重大疾病又会对另一方当事人缔结婚姻的意愿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不知情的当事人只能通过事后

诉讼的方式救济自己的权利。由此可见要想减少上述情况的出现，需要提高缔结婚姻双方的婚前体检意

识。对此，有学者呼吁“我国应该恢复强制性婚检制度”[7]。从我国婚检的发展史来看，婚检制度经历

了从强制到自愿的过程，1994 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民政部令第 1 号)第 9 条第 3 款规定，“在实行

婚前健康检查的地方，申请结婚登记的当事人，必须到指定的医疗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健康检查，向婚姻

登记管理机关提交婚前健康检查证明。”2003 年《婚姻登记条例》第 5 条不再要求结婚申请人持有婚前

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婚前检查制度能够使缔结婚姻的双方在婚前对彼此的身体情况有一个

大致的了解，避免后续一方因为另一方因为隐瞒重大疾病而诉诸于法庭要求撤销婚姻的过程。然而，笔

者认为恢复强制婚检在当前社会环境似乎可行度比较低，但是可在相应的立法或行政部门中做出一些折

中处理。一方面卫生部等机构可以出台“婚检指南”或“婚检目录”等文件，要求对婚前曾经或者已经

患有“目录”中所示的疾病的公民理论上要求强制婚检。在裁判中，针对应当“强制婚检”的对象，没

有参加婚检的患病方，且也不满足“未对婚后生活重大影响”条件的，直接视为未履行告知义务[8]。另

一方面，婚姻登记机构在男女双方缔结婚姻时，首先可以提示建议双方当事人进行婚前检查，并向结婚

申请人科普婚前检查对于维持健康、长久婚姻关系的重要性，提高缔结婚姻双方的婚前医学检查意识。 

5. 结语 

总而言之，《民法典》1053 条以一方婚前隐瞒重大疾病而另一方享有婚姻撤销权来代替《婚姻法》

因重大疾病而禁止结婚的规定，体现了立法对婚姻自由的保护，也更加契合《民法典》作为私法充分尊

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要义。但目前该项立法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使得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准确的适用

该规定，所以在相关立法上还应该进一步明确重大疾病的范围、在相关司法实践中根据公平原则适当的

分配案件当事人的证明责任，在婚姻登记过程中提高婚姻缔结双方的婚检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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