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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意思表示瑕疵在我国《民法典》中规定在总则编第一百四十六条至第一百五十条中，这些瑕疵分别是：

虚假表示与隐藏行为、重大误解、欺诈、受第三人欺诈、胁迫这几点。婚姻制度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属

于一种民事法律行为，男女双方之间的婚姻关系除应当满足《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相关规定外，还应
当符合总则编中有关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规定。在婚姻关系中，意思表示瑕疵的婚姻应当是以下四种：

欺诈的婚姻、胁迫的婚姻、虚假的婚姻、错误的婚姻四种，与总则编中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一节中规定

的无效行为可以进行对应。本文从法律行为的角度进行分析，来研究意思表示瑕疵的婚姻关系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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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fects in flaw of declaration of intention are specified in Article 146 to Article 150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in our country’s Civil Code. These defects are, respectively, false expression and con-
cealment of conduct, major misunderstanding, fraud, being deceived by the third party and coer-
cion. The marriage system also belongs to a civil legal act in daily life. The marriag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shall not only meet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marriage and f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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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y section of the Civil Code, but also comply with the effective provisions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egal act. In the marriage relationship, the marriage that indicates defects should be the 
following four kinds: fraudulent marriage, coercive marriage, false marriage and wrong marriage, 
which can be corresponding to the invalid acts stipulated in the section of Effectiveness of civil ju-
ristic acts in the General Provis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from the angle of legal act to study the 
validity of the marriage relationship with the flaw of declaration of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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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婚姻制度历史发展简述 

婚姻关系的历史非常的久远，是人类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发展和人类种群稳定繁衍而发明的一种社会

制度。在历史长河的推进中，婚姻制度的发展经过了从习惯到习惯法再到法律的演进，不断地发展完善，

形成了中国特有婚姻制度。 
我国的婚姻制度从西周时期的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六礼制度；隋唐时期，对婚

姻的效力在唐律中明确规定：婚书、聘财为婚姻成立条，不得随意悔婚，且对有血缘关系的婚姻明确禁

止，同时还首次在律法中明确规定了婚姻解除的条件——“七出”、“三不去”和“义绝”，其中“义

绝”为强制离婚的条件，还对夫妻关系不和睦的“和离”做了明确规定；宋、元、明以及清前中期的婚

姻法律制度基本沿袭了唐朝的制度，仅在婚书和聘财等方面做了符合当时朝代背景和民族特征的调整和

规定；沿袭至近代，在清末进行了清末修法对民事法律结合西方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完善；民国时期

的婚姻法律制度已基本变为近现代婚姻制度，虽保留了相当的封残余，但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新中国

成立后，我国彻底废除了旧有法律，借鉴苏联法律重新指定婚姻法，我国婚姻制度彻底进入了现代婚姻

制度，讲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大大提高妇女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对男女平权的推动起到了巨大作用。 
从婚姻制度的发展来看，除了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外，还要有对婚姻双方的意愿的尊重。无论是古代

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现今的恋爱、婚姻自由，都是需要双方达成合意的基础上，并遵循一定

的婚姻缔结程序或流程，双方才能正式缔结婚姻关系。我国在出台《民法典》前，就对婚姻制度制定了

《婚姻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还有国务院对结婚登记专门作出规定的《婚姻登记条例》。 

2. 民法典中对婚姻制度的规定 

关于男女双方建立婚姻关系，我国《民法典》第 1041 条至 1043 条中对婚姻的基本原则、禁止性规

定以及倡导性规定作出了明确的定义，例如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禁止干涉婚姻自由、和睦尊重、互相

关爱等。在第 1046 条至第 1053 条中，对结婚应当自愿、结婚的法定年龄、禁止结婚的情形、结婚登记、

无效情形、胁迫婚姻、可撤销婚姻、婚姻撤销、无效的法律后果做出了规定。 
可以注意到，我国的婚姻法律制度在法律体例上是规定在《民法典》的第五编：婚姻家庭编，所以

婚姻制度应当要遵从于《民法典》总则中的相关规定的。例如婚姻无效、胁迫、无效、可撤销婚姻及其

法律后果等，都是和《民法典》总则编中的民事法律行为的相关内容相对应的。也就是说，婚姻行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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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由法律明文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婚姻关系的成立以及效力认定是与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以及效力

认定相契合。那么想要清楚这些导致婚姻关系产生瑕疵甚至无效的情形，就必须先解释民事法律行为中

的意思表示瑕疵这一概念。 

3. 意思表示瑕疵 

3.1. 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要件有以下三项：行为人具有相应

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在最高人民

法院编写的《中华奥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理解与适用》一书中，关于第一百四十三条的解释为：行

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能力，是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主体要件，也称为主体合格原则。任何民事法律行为

都是行为人根据自己的意思表示为基础作出的，所以行为人必须正确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后果、能够独

立表达自己的意思，否则其行为很难认定为有效。意思表示真实则是指行为人自由、自愿地表达出来的

外在意思与其内心意思一致，不是虚假的，如果仅从表面上看，内心意思与表示意思一致，该意思表示

也不具有有效的效果。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这一点表示，行为人在

自由、自愿状况下作出的意思表示，原则上应当产生当事人期望的法律效果，但前提是不违背法律、行

政法规和公序良俗，而公序良俗会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有所规定[1]。 

3.2. 民事法律行为中意思表示瑕疵的原因 

以上讨论了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要件，那么民事法律行为为什么会出现瑕疵呢？民事法律行为

中意思表示发生瑕疵的条款规定在第一百四十六条至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分别是：虚假表示、基于重大

误解实施、以欺诈手段实施、受第三人欺诈实施、以胁迫手段实施、显失公平。接下来我们将分别讨论

这几点。 
1) 虚假表示 
所谓虚假表示，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都知道自己所表示的意思并非真意，通谋作出与真意不一致的

意思表示，典型的就是名为什么，实为什么。在这种情形下的典型案例就是港澳地区的人与中国大陆的

人以结婚为手段来获取港澳地区的身份的案件。此类案件中“结婚”双方都没有以结婚为目的而去建立

婚姻关系，而是以获取港澳身份为目的，所以双方结婚的意思表示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此时我们

认为，虚假意思表示，与双方共同作假一样，法律会给予明确否定的回答，认定其无效，因为这通常涉

及公共秩序的问题[2]。 
2) 重大误解 
重大误解是我国自《民法通则》、《合同法》以来一直沿用的一个概念，在传统民法理论中，与其

相关的概念是错误，“错误系表意人方面，于意思表示成立之际之误，误解系当受领人方面于了解意思

表示时之误”[3]。下面举例来对误解进行一个说明：订立合同时 a 说，你是否愿意以 5000 元购买我的计

算机？b 作为相对人理解为以 3000 元购买。这就是对规范意义产生错误认识并发生误解，然后基于这种

误解去自愿订立合同。这种情形在婚姻关系中，常见于一方说自己有相关的疾病，但是向对方误认为这

种疾病理解为另一种疾病，并认为此疾病对正常婚姻生活不会有影响，但是结婚后，发现自己当时的理

解有错误。产生此种重大误解的情形，当事人通常会选择形式撤销权，但是撤销权的行使将会彻底改变

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关涉当事人的重大利益，民法通则及合同法均规定撤销权须经诉讼或者仲裁，这

样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双方的利益，维护正常的法律秩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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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欺诈与第三人欺诈 
一般的欺诈，是指一方行为人故意欺骗另一方，使另一方陷入错误认识，进而基于这种错误认识做

出了意思表示的行为。从这其中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人作出的错误的意思表示是由于对方的欺诈行为，

如果没有这种欺诈行为，相对人不会做出此意思表示，民事法律行为也不会成立。所以，受欺诈人所实

施的法律行为，其可撤销性应具备欺诈行为、因果关系与故意三项要[5]。而第三人欺诈，则是当事人以

外的第三人实施的包含上述三个要件的行为。例如，买受人想要购买一辆二手汽车，车主的朋友得知后，

极力劝说买受人购买这辆出过事故的汽车，但是谎称完好无损值得购买，这就是典型的第三人欺诈。我

国《民法典》第 149 条规定了第三人欺诈的情形，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对第 148 条的一个限缩性规定，

其目的是保护善意的第三人。例如在李星与吴利萍撤销婚姻纠纷一案[6]中，李星受到婚姻中介和被告吴

利萍家属的欺骗，在婚前并未得知吴利萍患有精神疾病，而是在婚后才得知，所以属于受到欺诈而做出

的结婚行为。此案中法院根据这一情形，以及《民法典》第 1053 条规定，判决撤销二人的婚姻关系。本

案中，吴利萍家属作为第三人对李星实施了欺诈行为，谎称吴利萍没有任何精神疾病，李星信以为真并

与吴利萍登记结婚。这一结婚行为是基于受到第三人欺诈而做出的民事法律行为，所以法院作出撤销婚

姻的判决是合理的。 
4) 胁迫 
胁迫是指预告将来的危害或者不利益，胁迫行为是指对心理上的强制，而非物理上的强制，因为物

理上的强制而发出意思表示的情形，行为人欠缺行为意思，意思表示无效。同时，胁迫还需要手段或目

的的不法性[7]。手段不法，这是指胁迫行为本身不法，即违反法律、违约或者悖俗，比如威胁杀人、损

坏财物等等；目的不法，是所追求的目的违法或者违反法律禁令，或者悖俗。而胁迫之中也是必须要存

在因果关系的，当胁迫人做出胁迫后，其预告不利益导致表意人陷入恐惧，然后表意人因为受到心理上

的强制而做出了意思表示。可以看出，胁迫相对与欺诈而言，对行为人的意思表示自由会产生更为严重

的侵害，所以我国《民法典》第 150 条对胁迫的规定，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规定一致，受

胁迫人享有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撤销权。 
但是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 18 条中，对婚姻中的胁迫具有特殊的规定，需要以对

方本人或其近亲属的生命、身体、健康等造成损失为要挟，迫使另一方违背真实意愿结婚，可以认定为

胁迫，且仅能由受到胁迫的婚姻关系中的当事人本人可以请求撤销婚姻关系。在王某甲与王某乙婚姻家

庭纠纷一案中[8]，二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并未构成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胁迫的要件，并未直接威胁到婚姻

关系当事人本人，且与上诉人诉称的婚姻关系破裂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所以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5) 显失公平 
《民法典》第 151 条规定的显失公平制度，其实可以算作悖俗的一种子形态，是一方利用对方处于

危困状态，使得民事法律行为在成立之时处于明显的不公平的状态。但是显失公平这一规定常出现于当

事人协议离婚时，财产分割协议的问题中，与婚姻的效力问题相关的制度有所欠缺，案例也无从寻觅，

所以在此不做赘述。 

4. 对我国法律中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效力的分析 

意思表示瑕疵的后果在法律规定中有两种：无效和可撤销，那么在婚姻关系中，也就对应着无效婚

姻和可撤销婚姻。当然，无效和可撤销的婚姻一定实在婚姻关系成立的前提下的，也就是说，是满足《民

法典》第 1046 条至第 1049 条中的相关规定的。所以在婚姻关系依法成立后，我们才可以根据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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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婚姻关系是否生效。但是我国《民法典》中对效力瑕疵婚姻关系只对胁迫和欺诈(隐瞒疾病的可撤销

婚姻)作出了规定，对虚假表示、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情形未作规定，这样规定未免过于狭窄[9]。 

4.1. 因欺诈缔结的婚姻 

我国在修订《婚姻法》时，有学者提议对可撤销婚姻的情形应当进行扩大，但未被接纳。现在，民

法典已经出台，又有大量的学者再次提出该主张，正如前文所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已经做出了

修改，但是《民法典》中的意思表示瑕疵婚姻的规定不能解决实际社会生活中所出现的情形。实际社会

生活中，除了对重大疾病的隐瞒外，欺诈的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 隐瞒自己的性取向：2) 隐瞒犯罪、

恶习：3) 告知虚假的财产状况[10]。 
对于上述情形，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所有的情况都归入意思表示有瑕疵的婚姻，直接赋予无过错方撤

销权，将意思表示有瑕疵的婚姻规定为可撤销的婚姻，则是为了对无过错一方利益的保护。《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已经将隐瞒重大疾病作为可撤销婚姻的情形之一，那么其他的欺诈的情形则需要与隐瞒重大

疾病对无过错方造成的损害程度相当，才可以作为可撤错婚姻的原因。 
我国目前尚未在立法层面认可同性恋婚姻，婚姻中大量存在同性恋人群。而大多数同性恋人权在发

现自己的处境后，很难通过离婚的方式解脱出来。一方面，在离婚诉讼中，同性恋者举证责任较重且取

证困难[11]；另一方面，即使同性恋者在离婚诉讼中获得胜诉判决，也得无法离婚损害赔偿[12]。所以，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应对隐瞒性取向缔结的婚姻进行规定，赋予同性恋者在撤销婚姻方面的权利，使

其可以从婚姻中解脱出来。 
对于隐瞒犯罪、恶习，应规定需达到与欺诈、胁迫的原因达到相同的程度才可以撤销，否则“一刀

切”的规定会对罪犯、恶习者的基本权利造成损害。而告知虚假的财产情况不应构成意思表示瑕疵婚姻，

赋予被隐瞒者撤销权，否则会助长不良之风[13]。 

4.2. 因通谋虚伪缔结的婚姻 

因通谋虚伪缔结的婚姻，是指婚姻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中并没有缔结婚姻关系的意思，但仍作出缔结

婚姻关系的意思表示。我国法律规定在合同行为中，虚假通谋的行为是无效的，婚姻作为具有身份性的

民事法律行为，对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缔结的婚姻的效力如何，学者存在争议。 
我认为，此类婚姻只具有结婚的意思外观，男女双方内心却无缔结婚姻的真意表达，这与因被胁迫

结婚一样，属于具有瑕疵而缔结婚姻的意思表示，是意思表示瑕疵的婚姻。另外男女双方是否隐藏了真

实的意思表示，无法从外界获知，因此相较于直接规定为无效，更为合理的是允许夫妻双方在法律规定

的范围内能够行使撤销权。 

5. 结语 

从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来看，有关意思表示瑕疵婚姻效力的规定基本是原有《婚姻法》立法

规定的翻版。虽然这体现了立法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但却对保障婚姻关系中的个人利益有所忽视。这显

然与我国个人兼及社会本位的立法理念不相符。就此而言，《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意思表示瑕疵婚姻

效力条款仍有改进的必要。对此，可以在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在可撤销婚姻中增设“性别认知错误”情

形下的错误婚姻，扩大欺诈婚姻的具体情形，对重大误解的婚姻效力等进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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