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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欣闻王薇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我作为她硕士阶段的指导教师感到很高兴，乐于在这里谈点感想，或
许有助于读者认识和了解王薇其人其书。
王薇在西南政法大学从本科到博士度过了10年的学习生涯，她真正是西政本土培养的一位青年学子。
王薇喜欢读书，喜欢思考，从她的论文也可以看出其历史文化素养、扎实的专业知识以及深厚的人文
关怀。
她是因学习成绩优异而被保送读研的，记得我曾给她推荐阅读《卡夫卡全集》，她读了，还写了一篇
短文，对卡夫卡非凡的眼力和人文情怀印象深刻，她将硕士论文的题目定为“后现代法学的价值与局
限”，这与卡夫卡的影响不无关系。
后来硕士论文被一家著名期刊发表并被上海教科文摘转载。
读研期间她还参加了我主持的少数民族文化课题中有关婚姻习惯的研究工作以及译注张伟仁先生《先
秦政法理论》一书的工作，这对她无疑是一种课题研究的历练，也恰恰为她以后攻读博士学位、写作
博士论文准备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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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非婚同居法律制度的专著。
在书中，作者就非婚同居的法律规制，广泛地收集整理了国内外相关资料，在介绍评析外国非婚同居
法律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构建我国非婚同居法律制度的设想。
全书资料丰富，观点明确，论证充分，对于我国非婚同居法律问题以及婚姻法律制度的深入研究具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立法及司法机关处理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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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薇，1979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任职于中共东莞市委党校，讲师
，主要从事民商法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在《现代法学》、《暨南学报》、《甘肃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其中《后现代
法学的批判价值与局限》、《我国设立非婚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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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法定同居关系的实质要件建立法定同居关系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同居双方都没有既存的婚姻
或法定同居关系；2.同居双方有订立契约的能力。
《建立法定同居关系法》对法定同居关系的主体限制很少。
不仅没有性别限制，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都适用，而且从理论上讲，禁止结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如
兄弟姐妹之间、父女之间）也可建立法定同居关系。
比利时的法定同居关系是一个非常广泛意义上的二人共同生活关系，不局限于类似夫妻的关系。
（二）法定同居关系的形式要件法定同居的形式要件是书面的同居声明，并提交给同居伴侣居住地的
民事身份登记员。
民事身份登记员在收到声明后，必须审查同居者双方是否符合法定同居的法定要件，将符合条件者记
录在人口登记册中。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有学者认为，民事身份登记员将法定同居的状况记录在人口登记册中，并不意味
着法定同居者具有了与某种特殊的身份。
因为法定同居的新条款属于《比利时民法典》第三编“财产权利的取得”，而不是属于第一编“人法
”。
所以，比利时法定同居法的立法目的并不在于为法定同居创造一个新的民事身份，而是在于为调整同
居伴侣的财产和经济事务等实际问题提供实用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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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婚姻是一种同居形式，它或许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最优越的同居形式。
本书不是旨在宣扬其他同居形式的优越性，不敢预测婚姻家庭变迁的方向，也不能为未来的人类亲密
关系划定任何模式。
“如果一夫一妻制家庭在遥远的将来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那就不能事先预言，它的后继者将具有什
么性质了。
”（摩尔根语）本书只是冀望人们，尤其是法律，以理性的姿态对待非婚同居现象。
对于现实存在的客观事实，我们应当尊重，单纯的禁止和放任是立法的大忌；对于它可能导致的社会
问题，我们应当防范，社会公平正义需要法律的维护；对于我国立法的滞后，我们应当正视，制度的
漏洞需要法律填补；对于外国立法探索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婚姻家庭的时代变迁需要我国法律从
中国实际出发予以回应。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论文的写作非常艰辛和痛苦。
一方面是由于各国非婚同居法律制度的微妙、复杂，以及家庭法理论的精深、广博。
另一方面是因为写作过程始终伴随着病痛的缠绕。
期间所倾注的心血和所品尝的酸甜苦辣，只有自知。
虽然我已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本书仍有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谬误和纰漏也在所难免，恳请学界
前辈和同仁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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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非婚同居研究在十多年前还是一个引起异议的话题，即使在今天，虽然我国的事实婚姻已十分突出，
社会与学界虽然已改变了否定和责难的态度，但是，面对西方各国非婚同居立法理论与制度的构建，
国内相关的法学研究显得薄弱和很不成熟，制度建设则更为滞后。
正是基于这种现状与困难，王薇选择了非婚同居法律制度比较研究这个具有挑战性、前瞻性的难题，
充分表现出理论上的勇气和学术上的开拓、创新精神。
　　——陈金全在我国大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人们的生活
方式更加多元化。
在社会现实生活中，非婚同居正在不断增多。
对此社会现象，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及妥当地处理？
这是我国学者和立法者应当关注的问题之一。
　　——陈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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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婚同居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不是旨在宣扬其他同居形式的优越性，不敢预测婚姻家庭变迁的方向
，也不能为未来的人类亲密关系划定任何模式。
《非婚同居法律制度比较研究》只是冀望人们，尤其是法律，以理性的姿态对待非婚同居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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