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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对于给付彩礼后发生的一系列财产纠纷问题进行研究，财产纠纷因何产生，以及对于这一问题

的解决方法。现今社会对于彩礼纠纷的处理大多判决不一，在解决问题时应根据地方习俗因地制宜，在

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下给予各地法官一定的裁量权，吸取各地判决的先进之处，以期完善现行的彩礼返

还财产纠纷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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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study a series of property disputes arising after the bride price, why the property 
disputes arise, and th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At present, the society has made most of the deci-
sions on the handling of bride price disputes. When solving problems, judges should give some dis-
cretion to local customs on the premise of meeting the law, draw on the advanced aspects of local 
judgments, and the current property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for bride price return to prop-
erty has been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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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意义 

古籍曾经记载过俪皮礼制，在当时的社会形态，男女双方构建婚姻关系之前需要将两张鹿皮作为信

物。这便是自华夏人文初始彩礼的最初形态。男方需要带着礼物和女方确定婚姻关系。直到西周时期，

开始出现了完整的婚姻制度：“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被称为“六礼”正式确定并沿袭。到唐朝

时，聘礼中最关键的一环变为“纳币”[1]。元朝时，严格规定了各个等级的人在订婚时所需要的聘礼品

种和数量。清朝时订立婚约后交付聘礼是婚约成立的标志。自周朝鼎盛时期后结婚彩礼正式开始成为贵

族结婚时所最为必须的一种传统礼制，王权富贵严格一律遵守，底层社会民众则将彩礼仪式更为简约化，

但结婚时交给女方一定数量的聘礼成为当时必须经历的一个环节。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古代时期，女

子在收下聘礼的时候也就是婚事已定，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双方当事人不可私自毁约。 
在古代彩礼存在的意义代表的是男方对女方诚心求娶的态度，同时也是一种生活的保障。在现代社

会中彩礼的意义就发生了一些改变，现在更多的是女方看中男方的态度，也是对于岳父岳母的感谢。在

现代法律中明确规定了不得包办、买卖婚姻，也不得以构建婚姻关系为理由索要财物。上世纪五十年代

《有关婚姻法施行的若干问题与解答》[2]中关于禁止两人履行订婚相关问题的有一个解释如下比较新的

法律规定：两人履行订婚不是因为两人结婚的这件事而规定的必经民事诉讼程序，任何人以自己包办或

者其他强迫的任何形式履行婚姻，一律依法视为婚姻无效。 

2. 彩礼纠纷的主要分析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说华夏初始就有了彩礼的诞生，它的存在有着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彩

礼的礼金给付针对于女方的家庭来说具有一种补偿性的意义，结婚后的小家庭来说起着提供社会保障的

重要功能。在一个女方家庭女儿进行出嫁后，女方的整个家庭就很难真正受益于这个女儿，在目前社会

保障管理制度不是很健全的实际背景下，单靠女方家庭里的一个儿子抚养是存在诸多困难的。基于公平

原则以及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社会逐渐形成了给付彩礼的补偿方法，进而形成了一种传统。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彩礼一种给付方式是一种必要的社会习俗及传统，是对女方家庭必要的经济补偿。彩礼给付

和婚约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区别。所以当婚约破裂时因彩礼必定会产生纠纷。 
在我国现代联姻婚约中，彩礼金的给付与现代婚姻关系已经可以完全脱离，两者之间存在一定联系

但又相互独立。向女方交付一定的彩礼也并不代表双方的婚姻关系就此成立。古代时期夫妻双方通过交

付彩礼的方式即表示婚约的正式成立，侧重于财产的转移，在现代婚约中更侧重于男女双方的情感交流。 
综上不难看出，将彩礼的行为进行商品化也就是将婚姻看成了一种交易。但是这些学说也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而且究竟应当怎样认定彩礼，关于这一问题肯定还存在其他不同的看法，而为了能够对此形

成一个正确的认知，我对这几种观点进行简单解析。 
第一种：“从契约说”[3]中结婚彩礼指的是一种依附于两人结婚的从属或契约，只有婚约关系生效

彩礼的给付关系才会生效。诚然，彩礼的直接给予主要来源于一种婚约关系制度，婚约关系是通过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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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给付的当然直接结果，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我国社会习俗的不断发展。婚约跟彩礼的是

否给付不一定存在当然的必然联系，尽管婚约和给付彩礼中的给付还是当然存在着一些形式上的必然联

系，但并不是无任何实质的联系主次关系之分。 
第二种：“附负担赠与说”[4]。现实生活中，民众并不认为结婚需要给付彩礼是一种需要附随义务

的行为，更倾向于是一种经济上的补偿。《民法典》的《合同编》中关于约定赠与的相关规定，但在目前

我国的政策法规中关于附赠与条件的合约民事法律服务行为中所谓的附赠与条件的合约属于违法的所附

条件合约是完全无效的。 

3. 彩礼的返还财产纠纷现状及问题 

至于哪些彩礼应当予以返还，我国法律至今对此还没有明确界定。然而，在对司法实务以及学者们

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后，首先，男女双方若是属于恋爱关系，难免会互赠礼物或是小金额的财产，而这

些财物是不应当属于予以归还范围中的，甚至都不应当归属于彩礼。因为在恋爱当中属于双方对于感情

关系的一种付出，是双方基于自身意愿而做出的，并不需要对方有任何回报以及需要履行任何义务，是

无偿赠与行为，所以不应当予以归还[5]。其次，双方一同为恋爱关系中的各项活动花费的钱款也不应当

归还。具体而言，情侣之间一同去各种场合玩乐的费用、举办婚宴可能涉及的各项费用等等，这些都可

以认为是双方一同花费的钱款。双方共同花费是双方的意愿。最后，如若男女双方已经成功缔结婚姻关

系，那么接收彩礼的一方也就是女方就会将彩礼转换成车、家具等形式，成为家庭财产，也就是说彩礼

在双方结婚后，会演变成夫妻双方共同财产。如此，就不能单纯的看待彩礼的归还问题，而是应当从具

体金额以及夫妻共同财产的分配等层面来综合考量。 
除此之外，我国刑法上关于彩礼问题也做出了一些规定。而在刑法对基于婚约关系而给付的彩礼予

以调整之前，需要满足给付彩礼的一方不是基于自愿而交付的彩礼，也就是说行为人需要通过暴力手段

或是欺骗受害者而取得彩礼。究其原因就在于若是给付彩礼的一方出于自身意愿而赠与彩礼，属于民事

上的赠与行为，是为了让双方能够成立婚约而做出的表达，因此即便双方产生争议也只能通过民事的方

法予以解决[6]。而若是给付彩礼的一方不是出于个人意愿，而是行为人采取其他手段取得彩礼的，则应

当通过刑法予以解决。例如，行为人故意通过暴力手段干涉他人婚姻自由，以此获得彩礼的，或是行为

人假借婚约的名义，故意欺骗受害者，进而获得财物也就是彩礼的，这些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已经构

成犯罪，应当依照我国刑法对使用暴力或者干涉他人侵犯婚姻自由的犯罪之有关规定，予以刑事处罚。 

4. 彩礼返还纠纷的问题以及法律建议 

我国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在古代我国却没有正式明文确定法律实行婚约彩礼这一传统习俗的基本

性和法律执行主体及其性质。在上世纪初我国婚姻法规定了不得以婚姻的名义索要彩礼，彻底否决了结

婚后的彩礼索要现象。但是赠送彩礼的习俗依旧存在，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从古代时期就保留下来的一种

风俗习惯，不得因为法律上的缺失就直接将其放置一旁。在 2021 年 1 月 1 日新颁布的《民法典》的〈婚

姻编〉中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7]，彩礼作为我国从古

至今以来一直存在的一种文化风俗，应当受到法律的认可并予以明确规定，而且还应当对涉及的各种情

况进行规范，以此促进法律对自然人所拥有的合法财产进行全面保护。 

4.1. 彩礼纠纷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相关婚姻法律没有具体明确规定关于多次彩礼的二人婚姻联合诉讼单一债务债权主体婚姻

债权债务问题，从我国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和其他我国相关婚姻法律条文规定具体角度分析来看，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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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彩礼联合诉讼婚姻债权债务主体仅限于认定为多次彩礼在婚姻关系中男方或是女方任意一方当事人，

也就是说，已经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都可以作为案件的诉讼主体。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婚

约成立的初期不论是男方还是女方都不具备自行操办婚礼的能力，而且不管是彩礼还是酒席宴请等这些

活动都是由男方或是女方的家长负责并进行支付，其他需要支付的各项费用也都是由这些成立婚约的双

方或者男女方的家长各自负责进行多方面的协商[8]。据于此不难看出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对于彩礼的规

定仍然缺失。而为了保证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更加公平公正，应当对有关规定进行更为全面、更为细致

的研究，本文认为能够行使请求权的除了缔结婚姻关系的男方之外，还可以由彩礼的实际给付人行使，

也就是说男方和实际给付人共同享有请求女方归还彩礼的权利[9]。而且因为大部分接收彩礼的一方也就

是女方都是被告人，所以女方本人以及男女双方的父母都可以作为这类案件的当事人。 
《民法典》除了“没有登记结婚”以外，其余均不宜视作解除条件已成就。其中规定的“未共同生

活”并未明确是“形式上的共同生活”还是“实质上的共同生活”。规定的“给付人生活困难”完全可以

根据《婚姻编》之规定请求在离婚时给予适当的补助，要求返还彩礼则完全没有必要[10]。因此，该条并

非是彩礼返还适宜的请求权基础。鉴于个人彩礼通常不仅仅局限为个人金钱，还有一些可能认为是个人

不动产或者其他私人动产，此处的“恢复原状”含义应该只做广义上的理解，包含了对原物品的返还赔

偿请求人的权利不当得利以及返还赔偿请求权。这样一来，恢复原状是否请求专利权究竟为清偿债权是

否请求专利权还是清偿物权也就存在诸多争议。也有学者认为，附解除条件与合同解除存在很大差异，

不宜类推适用。若彩礼赠与合同因所附解除条件成就而无效的，双方之间的返还义务应该交由不当得利

制度来调整。 

4.2. 彩礼纠纷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 

结合法院审判现状，从实体法的角度出发，彩礼返还规则至少还有以下两个方面有待完善。 
1) 以酌情返还作为返还方式，细化返还规则由于司法解释没有对返还比例标准予以规定，为了公平

公正地适用法律，应当细化返还规则。 
2) 结合风俗习惯，引入过错制度我国的彩礼返还规则秉持的是无过错责任，严重损害了无过错方的

权益，尤其是在我国并未建立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情形下。 
所以在婚约赠与彩礼中既然赠与可以直接用于合同附带的解除前款条件之外的赠与，则在解除条款

具体适用之时，就可以将《合同法》中对于赠与合同关于约定赠与行为合同的其他有关法律规定可以作

为一种参考赠与意见，在以后遇到其他相关的赠与法律纠纷时则也可以对其适用，但是该条款也仅仅针

对赠与行为本身。在法院诉讼时效当中，返还他人彩礼也是一种具有请求性的权利，因为普通法律对于

该彩礼行为没有规定做出特殊的法律规定[11]，所以对于返还彩礼的无偿返还也是一种具有请求性的权

利，应当符合适用于两年普通法院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但是对于同性婚姻当中的结婚彩礼是否返还以

及请求专利权的民事诉讼时效及其中的时间起算点，并不是无明文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和相关工作人员

单位虽然应当继续加强政策宣传和做好教育引导工作，但不能用任何公权力直接对其进行严格限制，应

当深入贯彻“意思自治”的指导精神，要考虑各方影响进行认定。 

5. 结论 

彩礼作为约定成俗的一种美好的象征风俗习惯，在我国流传至今仍广为存在。在我国法律中对于当

今彩礼所产生的纠纷会产生同案不同判的结果，在实践当中因婚约产生的纠纷频繁发生，由于现在的彩

礼纠纷规则缺少法律法条的支撑，使得婚约纠纷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针对婚约习俗的一些方面我

国有必要进行立法来加以规范，这也是使得我国法律不断进步的原因，尊重和承认由来已久的习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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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通过对当下我国处理彩礼纠纷实践中的一些思考，并且深入研究我国彩礼纠纷制度的不足，探求纠纷

所产生的原因，分析当前案例中法官裁判时所考虑的考量法律依据，提出了一些符合我国法律彩礼纠纷

的立法建议。从《民法典》发布之后人民对婚姻编的关注程度，也体现了对婚约彩礼纠纷的必要性，除

此之外对于此类案件的诉讼程序和代理人应当加以规定，最后，在立法初步成型之前应当发布一些典型

的案例来进行实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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