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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压力的增大，社会大众要面对更多的物质压力和精神压力加之个人主义的观

念盛行，“门槛极高”的婚姻不再是当代年轻人的必选项，恐婚、不婚的越来越多，不缔结婚姻关系仅

仅同居在一起的情况也越来越常见，这种现象又称为非婚同居。不同的非婚同居关系因为不受法律保护，

由此引发的法律问题也对现有的法律制度提起了挑战。本文旨在将彩礼的性质进一步明晰，给彩礼纠纷

提供新的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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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pressure increases, the public to face mor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pressure plus the prevalence of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ism, the “very high thre-
shold” of marriage is no longer a must for young people in the contemporary options, fear of mar-
riage, not married more and more, not to enter into a marital relationship only cohabitation is more 
and more common, this phenomenon is also known as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This phenomenon 
is also known as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This phenomenon is also known as non-marital co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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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tation. Different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relationships are not protected by the law, and the 
legal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is have also challenged the existing legal system. This paper aims to 
further clarify the nature of the bride price and provide a new path for resolving disputes over the 
bride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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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婚同居概述 

1.1. 非婚同居的概念 

同居本身只是一种事实状态，没有价值判断的意思，也没有任何形式上的要求。但是非婚同居又进

行了进一步概念的限缩。非婚同居是指男女双方未履行婚姻登记手续，以长期持续共同生活的主观目的

生活在一起，形成生活财物相互交织的关系状态[1]。这个概念在现在来看也并没有过时，但仍需要考虑

到同性情侣。因为同性婚姻在我国法律之中并未规定，因此在同性情侣之间更容易出现“非婚同居”的

情况，因此我个人认为，非婚同居的概念可以进一步细化为：“双方(同性或异性)未履行婚姻登记手续，

以长期持续共同生活的主观目的生活在一起，形成生活财物相互交织的关系状态。”这样的非婚同居概

念相对来讲更加严谨。 

1.2. 非婚同居的种类 

根据不同的阶段，可以出现很多不同表现形式的非婚同居类型。 
1) 恋爱阶段的同居形式。 
此阶段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同居形式。其特点在于双方因为恋爱关系的存在，以感情作为支撑而选择

共同生活在一起。同居时间依托恋爱关系的存续时间而定。如果双方选择结婚，则由非婚同居关系转化

为已婚同居。在此期间，产生财产纠纷的多为共同购置动产与不动产、以及彩礼权属问题。 
2)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第三人之间存在的同居。 
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被称为“出轨”。虽然会被人们在道德上所不齿，但在事实上也是非

婚同居的一种表现形式。根据第三人身份的不同，这种同居还可以具体分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和重婚

同居两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中，可能涉及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或转移给第三人的行为。 
3) 事实婚姻 
事实婚姻在我国有明确的规定，具体是指在 1994 年 2 月 1 日以前符合事实婚姻条件而未补办结婚登

记手续的同居。1其特征是，同居当事人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以夫妻名义同居，该状态可经补办结婚登

记手续转化为合法婚姻关系。事实婚姻与法定婚姻只差一个结婚登记手续，双方二人也是按照实质夫妻

Open Access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七条：未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九条规定办理结婚

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提起诉讼要求离婚的，应当区别对待：(一) 1994 年 2 月 1 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

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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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这期间势必牵扯到财产问题，例如双方共同经营财产的利益分配、生活花销混同、家务补偿等，

这些都是容易引起财产纠纷的情况。 
4) 老人同居 
我国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根据数据显示，2022 年末，全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8004 万人，占

19.8%，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20978 万人，占 14.9%，与 2021 年相比，60 岁及以上人口增加 1268 万

人，比重上升 0.9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增加 922 万人，比重上升 0.7 个百分点。2 
经济的快速发展，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人们的思想文化和生活追求也发生改变，个人对自由的追

求和个人主义的实现开始逐渐发展，老年人的思想也在潜移默化的发生变化[2]。老年再婚或老年人的非

婚同居也逐渐得到更多的认可。子女少的老人、子女工作繁忙不能照顾老人的日常生活等情况也进一步

推动老年人同居情况的出现。但由于老年人可能因为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和固定的安身之处亦或是子女

们为了防止“已经到手的遗产”再分到别人的手中，老年人选择登记领取结婚证的再婚行为面临多方压

力，非婚同居这种有别于登记结婚的结合方式就受到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青睐，名为“陪伴养老”的新事

物由此产生。因为会受到成年儿女的干涉，老年人同居中最容易产生纠纷的无疑是同居后的财产处分以

及财产归属问题。 
5) 离婚后同居 
这种情况最常见的便是，父母虽然已经离婚，但是为了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高考考出一个好

成绩，所以双方虽然已经离婚，但仍然以夫妻的名义继续生活在一起。为了子女的健康成长只是离婚后

同居的一个小的原因，在日常生活中，离婚双方还可能因为经济压力还过着“名亡实存”夫妻共同生活。

在此期间存在共同资产购置，双方财产混同等情况，也会存在利用同居关系用不正当手段侵害对方合法

财产的手段等情形。 
上述的五种情况，是社会生活中最常见的几种非婚同居的情况。只有明晰了非婚同居的常见类型和

具体情况，才能从中分析为何非婚同居是析产案件发生的“重灾区”的原因，才能更好地指导实践。 

2. 非婚同居的易产生经济纠纷的原因 

2.1. 同居期间的共有财产不具有共同共有性质 

关于共同财产，我国《民法典》规定，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是依法登记结婚后的才形成的共同共有

的财产关系。事实婚姻缺少了婚姻登记这一行政确认程序，因此事实婚姻中产生的财产纠纷不能当然的

适用夫妻共同财产的相关规定。 
亲属关系可分为配偶、血亲和姻亲三种。我国主流的家庭成员组成均有可能涉及配偶、血亲和姻亲

这三种亲属关系，但家庭共有不会在配偶间产生，只会在血亲和姻亲间产生，只有婚姻关系的家庭成员

间只会产生夫妻共同共有或夫妻单独所有，不会产生家庭共有，因此基于共同生活期间取得的财产不当

然具有共同共有性质[3]。 

2.2. 同居生活期间，日常生活的财物可能具有混同性 

由于非婚同居关系的想要有持续稳定性，日常生产、生活、消费、购买和使用等一些活动必然交织

在一起，对于以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同居生活过程中，必然会有日常琐碎的问题。例如，生活费用的

支付(比如水费、电费、燃气费的支付)、双方相互赠送物品、一方购买贵重物品时，另一方支付预付款的

行为。从连续性的角度来看，生活上的稳定性必然伴随着时间上的连续性，因此，在大量财产积累的同

 

 

2参见 2022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部门动态，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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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生活中，钱财的花费情况很难再清楚额追查考证。日常生活用品和数额较小的财物和消费基本上是共

同使用的，在同居期间无法确认其所有权和来源，例如同居期间共同参与生产、经营的投资或因此获取

的利润，进而再次投资、或用于购置其他动产、不动产等，还是存在财物具有混同性的。 

3. 非婚同居财产纠纷在的裁判难点——以彩礼为例 

在上文中，通过归纳分析，总结出非婚同居的五种类型，根据不同类型的，可以把非婚同居析产纠

纷概括为以下几种常见类型：因彩礼引起的析产纠纷、同居期间购置物品(动产与不动产)从而引发的析产

纠纷、家务劳动引发的补偿问题。接下来着重对因彩礼引起的析产纠纷进行分析。 

3.1. 因彩礼引起的财产纠纷分析 

在裁判文书网中将案由选定为“同居关系析产纠纷”，可以看出最常见的三个相关词是“归还、支

付、彩礼”，不难看出，实践中最常见的诉讼理由是双方同居关系破裂后彩礼返还的问题。引发这种现

象的原因，其一是许多农村地区仍然存在法律意识不强的情况，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意识，举行完婚礼

之后，双方就认为彼此已经是夫妻关系的情形非常常见，其二是，在全国范围内，彩礼现象仍然非常常

见[4]。历史上，唐朝有官员打击高价彩礼的先例。天价彩礼最早发生在唐朝官僚子女的婚事上，许多高

官贵人以彩礼为名实际上暗地中进行串通贿赂，以获得天价彩礼。在高官权贵的影响下，普通人在结婚

时支付的彩礼也随之上涨，一时间引起不少不满。这样的问题引起了皇帝的注意。随后皇帝开始对对高

价彩礼进行限制：“天下嫁女受财。三品已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

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货妆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5]。”

新中国成立后，彩礼作为一种传统被保留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彩礼的数额

并没有高到连农村中未婚男女都无法接受的地步。彩礼的费用尚且在合理范围内，并没有成为大家讨论

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后，彩礼成本突然大幅上涨，开始超出合理区间，如今彩礼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也成为很多年轻人完成婚姻大事的路上的一道坎。针对天价彩礼问题，民政部于 2020 年印发了《关于开

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纠正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婚姻低俗、随礼攀比等的不正之

风”。我们应该看到，彩礼问题的出现和发展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近代以来，农村地区重男轻女

思想的存在，也加大了男女的比例差。即使表态了，产生彩礼问题的社会原因的解决也无法立竿见影，

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的存在，认清彩礼返还纠纷中的不同法律关系，才能达到分化纠纷、修复受损民

事关系的效果。 

3.2. 关于彩礼析产纠纷案件的司法定性 

“彩礼”一词并非规范的法律术语，在我国传统习俗语境影响下意指赋予聘娶含义的财物，因为不

同地区存在不同的风俗习惯，因此彩礼纠纷的所涉及的元素复杂多样，所以法院在审理涉及彩礼纠纷的

案件时往往会考虑到彩礼等其他财物，而将其案件属性确定为婚约财产纠纷[6]。在非婚同居纠纷中，法

官将支付的彩礼的性质视为解除婚姻关系的礼物，并将其作为判决的依据，导致裁判矛盾和财产分配不

公的情况。其中一些案件中，当事人举行了婚礼仪式，但是并未走法律上的结婚登记程序，因而存在彩

礼归属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纠纷的复杂性，解决纠纷的难度也加大了。因此，确定非婚同居婚

约财产的性质和彩礼归还的规则是这类案件中裁判的难点之一，只有正确确定婚约财产的类型，建立明

确的婚姻财产归还规则，才能正确引导司法判决的路径。 
彩礼在新时代语境下的重要性，决定了它不仅是传统旧礼仪制度的延续，而且也作为民法的债存在

于现代生活中。彩礼文化虽然根深蒂固，但从法律角度来看，尚未赋予彩礼一个明确的法律确定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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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建立充分、具体的纠纷解决制度。因此，各个法院解决这个问题并没有比较统一的标准，多数法官

也无法在相关法律规范中找到区分和认定彩礼与赠与的依据，也没有在法院判决中对彩礼进行专门的法

律的定性，难以妥善解决彩礼的相关纠纷。法院在实践上还存在程序上的困难。 
由于非婚同居的影响，生活伴侣很难避免在长期同居中出现普遍的财产交换。在非婚同居婚约财产

案件中，半数以上的法院会用区分彩礼和普通赠与的方法对案件进行处理。此外，法院一般将被称为彩

礼款或聘礼的财产归类为应归还的财产，而以“见面礼”“磕头礼”等其他名义支付的财产则受到不同

对待，并不是所有法院都承认它们为彩礼。虽然有学者提倡聘礼应该被视为普通礼物的一般礼物理论，

但这种处理方式在目前的法律实践中尚未被发现。这种说法混淆了彩礼与一般赠与，模糊了彩礼的内涵

和特殊含义，我个人对于这种说法并不是太赞同。 
综上所述，在非婚同居婚约财产纠纷中，法院必须对赠与和彩礼进行精细区分。一般来说，首先要

区分彩礼和一般赠与，然后是属于彩礼的部分的法律定性。但目前只有半数的法院会区分彩礼和一般赠

与，彩礼的法律定性不适合解决非婚同居婚约的财产纠纷，为解决这一裁判难题，应以目的性赠与去定

性彩礼[7]。 

4. 非婚同居的财产纠纷的解决方法重构——以彩礼为例 

纵观非婚同居婚约财产的案例，判决中反映的问题主要是法官对返还彩礼以及返还的数额和性质缺

乏明确的意见。虽然《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已被废止，但上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10 条被保

留并编纂在现行婚姻家庭部分的解释中，即《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5 条 3，这意味着该条目

前应作为解决此类纠纷的主要依据。总的来说，个案比法律对人们的规范作用要大得多。因此应该在此

基础上明确具体规则，在适用的法律规定框架内提出解决非婚同居婚约财产纠纷的适当决策方式。由于

非婚同居合同财产纠纷中彩礼的法律性质不明确，法官在个别案件中难以明确赠与的性质，并发生了各

种归还财产的情形和结果。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非婚同居前提下彩礼的法律性质，与具

有解除婚姻关系条件的赠与相比，我个人主张目的性赠与的认定方式，进一步明确彩礼应限制在专门给

予合法婚姻的财产框架内。这解决了彩礼界定的矛盾，当然也排除了双方之间的其他财务往来，让法官

在不同情况下做出公正合理的判断。 
所谓目的性赠与为前提是指，判断是否需要返还婚约财产的可从目的性赠与替代附解除条件的赠与

入手，目的性赠与的内涵即强调赠与人要完成自己的预期愿望或要求受赠人履行某一双方具体约定行为，

在这一前提下若目的不能实现则可以按照约定或者法定方式解除合同，由受赠人如约返还合同规定的相

应财产[8]。在处理非婚同居婚约财产纠纷时，可将双方交换婚姻财产，包括彩礼，视为签订目的性赠与

协议，如果希望缔结婚姻关系的意愿受挫，则要求产生终止婚姻关系目的的一方承担此责任，或者双方

应承担此责任。也就是说，如果目的失败是由给婚姻财产的乙方造成的，就不需要归还婚姻财产。法官

也可以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判断。 
彩礼给付后的归属也要被纳入考虑的范围之中。如果彩礼被用于支持二人同居生活的开支，那么剩

多少还多少，不剩则不还；如果彩礼给了女方家庭，那么可以在经过判断后再综合决定。若存在嫁妆且

是由彩礼置换购买的，则可用陪嫁物抵消彩礼且即使嫁妆贬值与彩礼款不相等也不应要求女方再补齐差

额；若陪嫁物非来源于彩礼置换，法院可在尊重女方意愿的情況下决定嫁妆的分配，女方不同意抵顶彩

礼则可判决其归还彩礼，但嫁妆亦返归女方，其同意抵顶则可用嫁妆抵顶彩礼，但不能强制抵顶[9]。在

 

 

3《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5 条：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

支持：(一)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 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三) 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适用

前款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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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陪嫁的情況下，根据综合因素诀定具体返还数额。 
综上所述，非婚同居婚约财产纠纷的解决过程重构如下：一是在确定目的性赠与的基础上，将需要

返还嫁妆的情况视为违约方应承担的价款。如果因给彩礼的一方的原因未能成功结婚，就不能要求要求

对方全额返还彩礼，具体返还金额应该根据双方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等因素考虑。根据嫁妆的最终占有

情况，应进一步判断彩礼的归还方式。此外，彩礼的具体来源也会在彩礼纠纷中注明，对于由彩礼置换

的彩礼和非由彩礼置换的彩礼区别对待，若为彩礼款置换的彩礼，无其他特殊原因则通过抵顶的方式返

还彩礼，并不因升值或贬值的原因扣除、补缺；若属于单独购置彩礼，优先考虑妇女处置嫁妆的个人意

愿，并根据个人意愿作出不同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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