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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1年”
其间利弊难说
你可以依法结婚，也可以依法

离婚，这就是人们熟悉的“婚姻自
由”。合法的婚姻，需要登记。登记
有程序，在一些国家，离婚有“冷静
期”，但不会长达“!年”。“!年冷静
期，愿望虽然良好，但即便这个设
想将来可能进入国家大法的视野，
也不能不评估其立法后果。”陈占彪
说，婚姻的实际状态，只有双方当事
人最清楚，如果两个人真的没了感
情，过不下去了，又不能尽快结束婚
姻，而必须“冷静!年”，那么 !年里
可能发生的种种“意外伤害”就无
法预期。
在现实的婚姻中，婚外情为何

发生，原因错综复杂。而且，是否因
婚外情导致离婚，在司法实践中也
很难确认———毕竟，“婚外情”跟“重
婚”是两码事，一个较抽象、难认定；
一个是很具体、好认定。如果一定要

把属于情感、道德范畴的“婚外情”
入法，造成的负面社会效果，未必小
于它的积极意义———由国家强制力
维持的“捆绑式婚姻”，究竟能带来
多少幸福，还真不好说。

是聚是散
要靠“独立选择”
目前，申城结婚、离婚的比例接

近 "：!。离婚率居高不下，不少人在
一生中要经历不止一段婚姻。
市婚姻登记管理处近 "年统计

数据显示，社会经济发展及转型期
社会文化心理，对人们的婚恋观和
实际婚姻状况产生不小的影响。过
去 " 年，申城结婚登记分别为
!#$%"# 对、&'$()% 对、&'"$&) 对；
离婚登记分别为 "**"$ 对、"$$%(
对、''"+' 对。比较 #(&( 年、#(&&
年、#(&# 年婚姻登记状况可以发
现，结婚登记数在 #(&&年抬升后，
#(&#年稍有回落，而离婚数则呈现
逐年走高态势。

人们离婚或者结婚，理由似乎
呈现两极分化。被认为“异常离婚”
的理由似乎很现实：为了买房，为
了孩子读书，为了户籍……在这里，
婚姻似乎被赋予不少“工具价值”，
处于这种状态的婚姻也因此被称
为“利益婚姻”———主导婚姻的是
利益。
与此相对，结婚的理由又似乎

很“单纯”———只要遇到好日子，就
要扎推结婚。&(%((对！#(&(年 &(

月 &(日，市民政局婚姻登记管理处
最终统计表明，这个“十全十美婚”
创造了本市单日婚姻登记数的新纪
录，也刷新了 #(($年 $月 $日“奥
运婚”*&$)对、#(()年 )月 )日“久
久婚”$$%#对纪录。
“美好数字”如此令人着迷，除

了商家出于商业利益的炒作助推，
是否也是因为结婚双方对自身状态
缺乏掌控，更不能对未来婚姻充分
预期的一种反应？而“扎堆”之后，闪
婚闪离也就难免。事实上，截至今年
初，“奥运婚”协议离婚数达到 %)(

对，“十全十美婚”协议离婚数则达
"+*对。

无论如何，社会经济发展，男
女双方经济独立，使婚姻双方有了
更大的选择空间。离开经济依附，
“爱情、亲情、感情”成了维持婚姻
的“硬道理”；当婚姻双方不能一起
生活下去，结束没有质量的婚姻关
系、选择“好离好散”，也是一种进
步———是聚是散，都应该是婚姻双
方当事人的“独立选择”。

“预约登记”
减少“冲动婚姻”
在婚姻登记的实际操作中，怎

样的制度设计，既能保障公民婚姻
自由的权利，又不让“冲动婚姻”
泛滥？
目前，俄罗斯、中国香港等地实

施婚姻预约登记。今后，在上海可能
出现的一种情形是———到婚姻登记
机关登记结婚、离婚，就好比到医院
看病要预约一样。

最近二三年来，本市三甲医院
都实行了预约挂号。其好处是，病人
不必把大量时间耗费在现场排队挂
号上面，省时省力。这样的好处同样
也可以作用于“婚姻登记”。
过去几年里，因为好日子扎堆

结婚，大队人马半夜三更就到婚姻
登记机构排队登记，场面壮观，可也
让准新人们大呼“吃不消”。因为人
多，颁证仪式也草草过个场，几对甚
至十几对新人一起颁证，根本无法
像平时那样庄重地“一对一”。

如果尝试婚姻登记预约制度，
不但可以分流“扎堆结婚”，提高婚
姻登记质量，更能减少“冲动结婚”
和“冲动离婚”。今后，再出现因为吃
梨还是吃苹果而意见不合的“$(

后”“)(后”夫妻，就算要一拍两散，
也因为有了“预约制度”而不能立马
说散就散。冷静一两天，或许就能挽
回尚未破裂的婚姻。
如何预约？全市有 &$个婚姻登

记机构，根据日登记平均数核定每
天预约量，无论电话预约还是网上
预约，结婚也好，离婚也罢，人们都
能准确知晓自己的登记时间。
更重要的是，在婚姻预约登记

后，面对离婚，婚姻登记机构提供的
“劝和”公益服务，并非“力劝”双方
当事人“不要离婚”，而是着力于如
何让当事人“好离好散”———既然破
裂的婚姻无法挽回，既然有那么多
的利益要分割，大家就要学会克制，
不必在分手的时候还要“撕破脸”
“打破头”。

“劝和”，其实就是婚姻家庭教
育的一部分。婚姻是什么、家庭是
什么、如何学会在婚姻中成长，原本
就是“成长教育”的一部分。“这样的
‘成长教育’，我们几乎是空白。不少
人对于婚姻中各种问题的处置缺乏
预期，一旦面对婚姻状态的变动，
常会不知所措。”陈占彪说，婚姻登
记机关仅仅是“确认”婚姻状态、履
行法定程序的行政部门，承担“婚
姻辅导”已是末端辅助，“婚姻家庭
教育”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社区教
育的一部分。

“修改婚姻法实施办法”立法建议在上海五年立法规划项目
筛选中被否定，专家探讨如何既保障自由又防止“冲动”———

舍“1年冷静期”建登记预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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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丽萍

! ! ! ! !修改婚姻法实施办法"最大

限度保护因婚外情导致离婚的无过

错方利益"建议设定离婚前#!年冷

静期$% &'((目前"对这个立法建

议"在本市五年立法规划项目筛选

中"无论是上海社科院"还是市法治

研究会"都投了!反对票&%

否定的关键原因在于")婚姻

法*是国家大法"修改制度设计"

立法权在全国人大而非地方人

大+ 虽被否定"但这一立法建议的

社会关注度评估却高达 "#$% 若

!!年冷静期&入法"是会实现制度

善意"还是会造成权力滥用, 究竟

该拿什么来维系婚姻"婚姻权利又

该如何维护, 记者采访婚姻问题

专家- 市婚姻登记管理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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