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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登记结婚是成立婚姻的唯一路径，但随着经济发展及人们婚恋观念的转变，出现了未经登记但同

居生活的现象。未婚同居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日益普遍，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并未对此作出周密的法

律规定。本文将梳理非婚同居与事实婚姻及非法同居之间的关系，分析非婚同居的特征和原因，并进一

步研究非婚同居期间财产归属和财产权行使等法律问题，以及非婚同居解除后弱势方的经济救济与遗产

继承问题，以期为保护非婚同居当事人的财产权益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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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istering marriage in our country is the only way to establish marriage, but with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change of people’s marriage and love concept, there are phenomena 
of unregistered but cohabitation life. Unmarried cohabit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
mon in the pluralistic society, but the Marriage and Family section of the Civil Code has not made 
detailed legal provisions on it. This paper will sort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marital co-
habitation, de facto marriage and illegal cohabitation,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asons of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and further study the legal issues such as property ownership and 
property right exercise during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as well as the economic relief and in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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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ance of the vulnerable party after the dissolution of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in order to pro-
vide ideas for protecting the property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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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法律提倡尊重公民的意思自治以及社会包容度提高，出现了双方未领结婚证便同居的现象，且

近来年此种情况日渐频繁。通过民政部门的登记成立的婚姻可以得到法律的保护，婚姻双方当事人的权

利义务明确，财产界分清晰。但非婚同居未经登记，不能获得和婚姻相同的法律保护。非婚同居中频繁

暴露出财产归属纠纷和分割分歧，厘清非婚同居的内涵，同居人之间财产关系，可以更好地维护非婚同

居的当事人的权益，解决此种新型家庭形式面临的问题。 

2. 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基于社会政策及道德因素等原因，登记结婚仍是成立婚姻、组建家庭的唯一合法路径，婚

姻家庭法为登记结婚的夫妻双方提供人身财产的全面保护。《民法典》恪守人本主义精神，将婚姻家庭

的规范单独成编，回应了社会发展给婚姻家庭带来的新挑战，完善了婚姻家庭保护的法律体系，充实了

离婚制度、修改了夫妻财产制度，为婚姻家庭的延续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后盾。 
《民法典》第五编婚姻家庭编，分为五章，规范了夫妻双方的一般制度、结婚离婚制度、还也规范

了亲子关系，完善了收养制度的规定。从《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调整的范围来看，其调整对象包括夫妻

关系、亲子关系及一部分亲属关系；从规范机制来看，其调整婚姻家庭的产生、消灭中的权利义务关系

[1]。随着社会发展，家庭关系不再仅仅局限于婚姻、血缘为基础，出现了多元化、契约形式的家庭关系。 
非婚同居现象源于古罗马时期，罗马法称之为姘度婚或者姘合[2]。婚姻制度从罗马法发展至今已出

现众多变化，婚姻成立的要件已从事实婚姻主义发展为登记婚姻主义[3]。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及人们婚姻家庭观念的恶改变，传统婚姻形式发

生重大改变，非婚同居成为许多人选择的家庭形式，非婚同居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非婚同居包

括大学生同居、老年人迟暮之年陪伴型的同居，也包括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同居。这说明，传统的家庭

模式基于婚姻或血缘关系组建，多元化的家庭类型突破了传统的婚姻家庭联系，扩展出由其他要素组建

的家庭模式，如基于亲密依赖关系的非婚同居家庭，同性恋者组建的家庭。 
现代两性关系的新形式为婚姻家庭法提供了新的课题，也拓宽了其调整范围[4]。伴随着非婚同居现

象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的法律纠纷：非婚同居中家庭暴力事件频发，极大地损害了同居者中弱势方的

权益；非婚同居中女性未婚怀孕的事件也屡见不鲜，但怀孕后并不是所有的同居者都选择通过登记缔结

婚姻，怀孕女性将面临堕胎或者子女抚养的难题，对于女性身体心理造成不可磨灭的损害；非婚同居中

一方在家庭生活中付出大量的劳动得不到合理评价的纠纷。面临着如上所述的种种问题，立法应该对此

作出回应，通过法律为非婚同居双方的财产权益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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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婚同居的概述 

3.1. 非婚同居的内涵 

3.1.1. 非婚同居的概念 
我国法律对于非婚同居没有统一的界定，主流的界定为男女双方以为性关系为基础，在未办理结婚

登记的情形下，自愿、持续、稳定且长期的生活共同生活[5]。非婚同居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理解，

广义的非婚同居是指同居双方没有缔结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共同生活，既包括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和无配

偶者与他人同居，也包括同性同居和异性同居；狭义的非婚同居是指男女双方均没有配偶，尚未办理婚

姻登记时自愿公开同居。由于我国婚姻法传统及现有婚姻家庭法律调整范围的限制，笔者认为非婚同居

宜界定为：男女双方在无配偶的前提下(若婚外同居则构成重婚)，自愿选择不经婚姻登记而公开持续的共

同居住。 

3.1.2. 非婚同居的类型 
非婚同居作为现代社会的新型家庭模式，与传统的婚姻家庭关系存在本质区别。虽然婚姻家庭和同

居都是由亲密关系为纽带构建的共同生活体，且都具有抚养孩子和赡养老人的内容，但两者不可等同。

婚姻关系具有法定性，由于结婚登记婚姻具有了法定效力，夫妻双方具有配偶权，也负担法律规定的权

利义务，婚姻家庭法律规定了夫妻双方的法定财产制；而同居关系具有意定性，同居并不要求登记这一

形式要件，同居的成立不需要婚姻的形式和客观要件，只要男女双方主观具有同居意愿，不违反社会公

序良俗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便可成立同居关系，其成立与解除更多的同居者双方的协议决定。 
非婚同居具有不同于婚姻的特殊性，根据张楠，潘绥铭学者的抽样调查，我国的未婚分为未婚同居、

不婚同居、失婚同居和婚外同居四种[6]。“未婚同居”是指男女双方没有婚姻登记而在一定期限内共同

居住，“未婚同居”主要发生在三种主体之间：大学生的同居，该群体是非婚同居的重要组成部分，由

于教育年限的延长、结婚年龄推迟等原因所致，大学生通过同居来实现性压抑的排遣，在大学生同居中

多是扮演“性伙伴”的角色，而不是婚姻[7]；农民工群体的同居，该群体出现婚前同居及婚前试婚的现

象；青壮年群体的试婚，其并不是真正的婚姻，只是未婚男女达成合意在走向婚姻殿堂前的尝试[8]，最

终双方当事人也不一定真正缔结婚姻。 
“不婚同居”是指同居双方不以结婚为目的同居，这种类型的非婚同居不同于上述的试婚，因为试

婚双方当事人是以走向婚姻为目的，而“不婚同居”在同居时就不具有结婚的意向，也可称为“不婚族”。 
“失婚同居”是指离婚后或丧偶后进行的同居，这种类型的同居多见于老人之间。老年人在丧偶后，

由于所处的年龄阶段过高，不一定能寻觅到结婚对象，且离婚后丧偶后对成立新婚姻抱有过高期望，而

不敢再次进入婚姻生活，所以此类人群多不会选择走向婚姻。但出于陪伴的需求，而选择与他人搭伴生

活，便于照料彼此的生活起居，获得内心的慰藉。 
“婚外同居”是指已有婚姻的人在婚外与他人同居，该类型属于《民法典》1079 条调解不成可以准

予离婚的情形之一，也属于 1091 条可以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之一。婚外同居违反了夫妻间忠诚义务，

破坏了一夫一妻制度，是为婚姻家庭法律规范所禁止的行为。该行为不还可能触犯《刑法》中的重婚罪，

受到刑事制裁。本文讨论如何保护非婚同居当事人的财产利益，婚外同居作为一种非法同居自不在保护

范围内，故本文涉及的非婚同居不包含婚外同居这一类型。 

3.1.3. 非婚同居的特征 
非婚同居作为社会婚姻多元化发展的产物，是男女两性自愿选择的结合方式。可见，成立非婚同居

需要满足一定的要件：首先，主观上要求同居双方具有共同居住生活的合意，自愿结合成经济和精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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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依赖的结合体，这表明非婚同居并不同于通奸，具有与合法婚姻相类似的外部特征。其次，非婚同

居的主体是男女双方，如未婚者、离婚者、丧偶者等。再者，非婚同居没有同居的障碍，即非婚同居不

能违反一夫一妻制的基本准则，婚外同居并不是本文论及的非婚同居类型。最后，非婚同居还具有期间

的要求，只有非婚同居达到一定的时限才可视为非婚同居。从非婚同居具有的构成要件来看，笔者认为

非婚同居具有契约性、长期性、双重性等特征。 
非婚同居的契约性强调同居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通过约定协商确定彼此的权利义务，比如美国。

美国各州对于非婚同居的处理采取不同的方式，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美国有些州承认同居双方财产分

配协议，认为协议对于订立双方具有约束力，同居双方应该遵守自己订立的协议[9]。在同居关系解除时

若存在协议，则依据此协议处断。民法以意思自治作为当事人进行民事法律活动的核心，重视保护当事

人在意思支配下从事的民事法律行为。非婚同居虽然不属于合法的婚姻关系，但非婚同居中公民双方达

成的协议也应得到法律的承认。非婚同居的当事人在情感的纽带下就子女抚养、财产归属及分割所达成

的私人协议，若未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未触及公共利益则当然有效。 
非婚同居的长期性是指同居双方的共居持续一定时间，这使非婚同居区别于一般的“一夜情”，具

有长期稳定的特征。笔者认为只有同居家庭持续一定的时间，形成较稳固的家庭结构才能称之为非婚同

居。因为只有长时间的同居才可能涉及同居者扶养请求权、同居者财产归属及同居关系解除时财产如何

分割等现实问题。若只是几天的同居，则不会出现上述的法律纠纷，也不存在研究的必要性。 
非婚同居具有双重性是指虽然其具有契约性的特征，法律也尊重同居双方的意思自治，按照其订立

的同居协议来处理同居产生的法律纠纷，但对于非婚同居的规制同样离不开国家的适度干预。即使在古

典契约性理论中，契约制度本身也不能完全摆脱国家治理[10]。同样的，在非婚同居领域，除了考虑同居

双方的协议，也需要国家进行协调。国家协调主要通过法律规制，一方面法律调整同居关系时应保护同

居者个体利益，维护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法律调整时还应兼顾社会利益考量，推动同居家

庭也承担起家庭肩负的社会责任。在同居者自订协议与国家法律规制两者的结合，能更好地协调同居双

方的财产利益，重新审视此种新型的家庭关系，维护家庭的和睦有序，发扬社会的伦理道德。 

3.2. 非婚同居的界限厘定 

3.2.1. 非婚同居与事实婚姻 
事实婚姻是指符合结婚成立要求的同居男女双方均无配偶，但二者同居时未办理结婚登记，双方以

夫妻名义公开对外同居生活的形式[11]。事实婚姻与非婚同居具有交叉关系，但二者具有明显区别。法律

以 1994 年 2 月 1 日为界点来判断同居行为是否能成立有效婚姻从而获得法律保护。在未办理结婚登记的

情形下，若 1994 年 2 月 1 日之前对外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且群众公认其夫妻关系的属于事实婚姻，具

有婚姻的效力；1994 年 2 月 1 日以前共同居住但不具有缔结婚姻意愿的同居关系属于非婚同居；在 1994
年 2 月 1 日以后共同居住，不具有结婚意愿的同居行为是非婚同居，若具有结婚意愿但未到民政部门办

理结婚登记的行为也是非婚同居，不产生婚姻效力，也不能获得婚姻家庭法的保护。非婚同居与事实婚

姻的界分可以通过 1994 年这一时间界限来判断。 
除了上述通过时间要素来界定非婚同居与事实婚姻外，还可以通过构成要件的判断来区分。若成立

事实婚姻则当然的具有婚姻效力，可以获得婚姻法的保护，所以事实婚姻相较于非婚同居而言具有更严

格的要件要求。首先，主观上成立事实婚姻要求同居双方具有结婚的意愿，但非婚同居不要求双方以结

婚为目的进行同居(如上述分类中的不婚同居)；其次，事实婚姻要求公示性，群众需认可其夫妻关系，但

非婚同居无需公开也不需要群众对其身份进行评价；再者，事实婚姻要满足缔结婚姻的实质要件，如年

龄达到法定婚龄、不具有不结婚的亲属关系等，但非婚同居双方没有此项限制；最后，两者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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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一旦被认定为事实婚姻，则具有了和登记结婚一样的法律效力，受《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及相关

婚姻家庭法的调整，但非婚同居由于不具有婚姻效力，不能由婚姻法调整。通过时间要素和构成要件要

素的分析，可以看出来虽然非婚同居满足一定的条件可成立事实婚姻，但两者不可等同。 

3.2.2. 非婚同居与非法同居 
非婚同居与非法同居的联系在于两者都是同居关系，且两者都没有缔结婚姻。但二者并不能划等号，

非婚同居与非法同居的外延范围不同[12]。非婚同居指无配偶的男女双方在为结婚登记时共同居住，非法

同居指已有配偶的一方或者双方违反一夫一妻制原则婚外共同居住。 
1989 年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中规定同居时一方或者双方不符合缔结婚姻的要件均属于非法同居。非

婚同居当事人均未经登记不满足婚姻的法定要件，即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将非婚同居归入了非法同居的范

畴。在 2001 年《婚姻法解释(一)》中改变了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其中非法同居仅包括“有配偶者与他

人同居”的情况(上述非婚同居类型中的“婚外同居”)，极大的缩小了非法同居的范围。可见，法院不再

认为非婚同居是非法的同居关系，非法同居不再出现在法律文件中。非婚同居既不是违反行为，也不是

合法行为，现行法律对此持中立态度，不给予类同婚姻关系的法律保护也不惩处抵制。 

3.2.3. 非婚同居的原因分析 
从婚姻登记制发展出非婚同居的现象，是由多重原因所致。从社会外部环境分析，人们放弃结婚登

记而选择非婚同居可能出于以下考虑：1、婚姻缔结过程和维持婚姻需要耗费大量的经济成本[13]，选择

同居的人们出于缩减花销的考虑而不登记结婚。2、随着经济发展，女性独立的意识觉醒，许多女性致力

于实现自身价值。女性通过自身努力获取社会财富，获得社会地位，这意味着女性无需婚姻来定义其价

值，女性可以作为独立、与丈夫平等的有机个体[14]。3、技术的发展使得男女无需通过婚姻来繁衍后代。

从古至今，婚姻与繁衍生息密不可分，许多人选择结婚也不是感情至深的结果，而是为了生育后代的无

奈之选。但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可以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来生育自己的后代，甚至可以通过冻卵技

术来延迟自身繁育后代的时间。 
从婚姻内部分析，非婚同居的现象的出现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1、“家庭革命”与“去婚姻化”的

趋势，使传统家庭婚姻观念受到冲击[15]。人们不再局限于通过婚姻登记的方式组建家庭，非婚同居等新

型家庭模式应运而生。2、如今婚姻稳定性大不如从前，离婚率逐年攀升。婚姻的不确定性导致越来越多

的人产生恐婚心理，从而为逃避婚姻选择非婚同居。 
从国际大趋势看，世界各国的非婚同居现象也十分普遍。英国法院在案例中及立法中明确承认非婚

同居关系，并对非婚同居进行法律保护。如 1975 年《继承法(为家庭和受抚养人所作的规定)》中，非婚

同居的一方可以申请法院的命令以此来改变无遗嘱继承规则，从而获得死亡同居伴侣的部分遗产。1982
年《司法法》中赋予同居者可就其同居伴侣的死亡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的权利[16]。除了英国，美国各州也

逐步通过立法肯定非婚同居具有合法性，一些州以合同为据调整同居关系，一些州基于同居伴侣的特殊

身份地位提供一定法律保障，如佛蒙特州的“民事结合”、盛顿州的“一般性关系身份”[17]。国际上非

婚同居的发展情况表明非婚同居现象已成为家庭模式未来发展的趋势。 

4. 非婚同居的财产关系 

非婚同居具有的契约性、长期性等特征决定了同居人之间将产生紧密的财产关系。现行法律对非婚

同居持中立态度，婚姻家庭领域的相关立法欠缺对非婚同居问题的全面规制，导致非婚同居产生的子女

抚养、财产分割等纠纷无法可依。保护弱者是立法应始终遵循的原则，如何保护非婚同居中弱势一方的

合法权益，如何保护非婚同居所生子女的利益值得法律关注。笔者将通过梳理非婚同居人之间的财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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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探寻法律如何给予非婚同居者保护，以求实现非婚同居者自治与国家适度干预的平衡。 

4.1. 非婚同居期间的财产关系 

非婚同居期间的财产关系不同于一般的合伙关系，因为合伙关系中各方当事人以财产为基础产生关

联性，合伙经营谋求更多利润是其最终目的，而非婚同居人之间以情感为纽带，共同居住相互照料是其

同居的目的。同时，非婚同居也不同于一般的婚姻关系，因为婚姻关系以登记为要件，婚姻关系双方享

有配偶权，承担婚姻法规定家庭义务，但非婚同居未进行登记，双方不存在有效的婚姻。因此，对于非

婚同居的财产关系，不能依据一般的合伙理论也不能依据婚姻家庭编的规定处理。非婚同居虽不违法，

但法律对其的保护是有限的，所以在处理非婚同居财产关系时应以维护个人利益、保护同居者个人财产

为基础，与处理婚姻财产关系时以维护婚姻稳定性的要旨相区分[4]。 

4.2. 非婚同居期间的财产归属 

非婚同居期间的财产可以分为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的划分可以参考婚姻法中

的规定，如同居前的财产，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疾人生活补助费，法定继承所得或者赠与合

同中明确表明给予一方所有的财产应属于同居一方的个人财产；同居期间双方一同出资购买的资产，同

居期间双方共同经营所得的收入，同居期间共同接受赠与的财产应归属于共同财产。 
非婚同居中的财产制度包括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非婚同居本身具有契约性，所以笔者认为在

处理非婚同居财产关系时，应以约定财产制为主，法定财产制为辅，才能更好地尊重同居者的意识自治。 
非婚同居者协商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协议。双方可以约定同居期间的财产归个人所有、归共同

所有、也可以约定部分归个人部分共有。同居财产归属有约定依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财产归

最初取得者或者原产权人，无法确定原产权人的依照法定财产制处理法定财产制以个人财产制为基础，

共同财产制为补充[18]。 
按照共有理论，共有可以分为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夫妻的财产归属基于家庭关系属于共同共有，

而非婚同居财产共有关系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路子颍学者认为同居关系不

同于夫妻关系也不同于家庭关系，所以应按照《物权法》103 条(现《民法典》298 条)规定视为按份共有，

按照同居者的出资份额确定，不能确定出资份额的等额享有财产[11]；夏吟兰学者认为应对非婚同居关系

采用原则性规定，契约保护模式，以契约来决断同居者的财产关系、遗赠事宜，无契约的情况下，适用

按份共有的规定[1]；陈超学者认为对于“共同劳动所得”若解释为同居双方的所有收入，则和婚姻关系

的财产制度相同，不能有效区分非婚同居与婚姻关系，极大贬损了婚姻的尊严[19]；向东，赵娜萍学者认

为非婚同居期间的财产是当事人双方共同共有，共同共有基于共同关系，非婚同居和婚姻关系一样形成

了共同生活体，两者均具有共同关系，所以非婚同居的财产也属于共同共有[10]。笔者认为非婚同居者之

间的共同财产不是共同共有关系。因为婚姻关系、家庭关系的财产基于共有关系成立共同共有，非婚同

居虽然具有长期性的特征，但其本身并不如婚姻家庭一样稳定，同居关系的解除只有较少的限制，所以

非婚同居者之间的共有关系薄弱，其财产不能认定为共同共有，依照按份共有处理非婚同居期间的财产

归属，能有效界分非婚同居与婚姻关系的区别，也能起到敦促非婚同居者通过婚姻登记来更好保护自身

财产的作用。 

4.3. 非婚同居期间财产权的行使 

非婚同居期间，同居者各自的个人财产原则由其自己行使处分权，另一方同居者无权擅自使用、处

分，除非经权利人许可授权或者为了共同生活所需。共同生活所需是指双方在非婚同居期间，一方占有

使用对方所有的财产如房屋，即非婚同居期间，一方对另一方同居者所有的房屋享有同居期间的居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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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婚同居期间对于由双方共同所有的财产均享有平等的处分权，但一方行使诸如转让出租等处分权

时应经得对方同意或提前告知对方，否则属于无权处分。一方在未经得另一方同居者同意时擅自处分共

有财物，参照“无权处分”规则处理，若买受人善意且支付合理对价则可以取得共有财物的所有权或经

另一方共有人事后追认，转化为有权处分，去处分行为有效。同时，由于非婚同居与婚姻关系并不相同，

所以非婚同居者不存在家事代理权，双方对共有财物可以平等地处分。 

4.4. 非婚同居解除时的经济救济 

非婚同居解除属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无需另一方同居者同意。非婚同居解除事由主要有两种：1) 双
方协商一致结束同居关系或一方不愿继续同居提出终止同居；2) 基于特定事件：同居者一方或者双方死

亡、同居者结婚，非婚同居关系结束转变为合法的婚姻关系。 
非婚同居解除时财产分割原则上有约定依照约定，没有约定依照法定财产制：个人财产仍归个人，

共有财产按照共有原则处理。同时非婚同居并不是违法行为，所以在处理财产分割时可适当参考婚姻法

的处理，分割财产的顺位及份额大小应秉承照顾妇女及子女一方的基本原则。 

4.4.1. 过错损害赔偿 
《民法典》1091 条规定了因重大过错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可以请求离婚损害赔偿。同样，在非婚

同居中一方存在重大过错，另一方可以在同居关系解除时请求过错损害赔偿。非婚同居中的重大过错主

要包括对同居者或其亲属、子女实施暴力虐待等行为；故意隐瞒已经有配偶的事实与他人同居(婚外同居)；
其他严重损害另一方同居者利益的行为。虽非婚同居没有缔结婚姻，但笔者认为一方存在以上所述重大

过错时仍应赔偿对方财产损失。 

4.4.2. 家务劳动补偿 
《民法典》1088 条就家务劳动补偿作了规定，夫妻一方因抚养子女、照顾老人等负担较多家务劳动

时，可以在离婚时请求补偿。该条文与《婚姻法》相比删除了请求家务补偿对夫妻财产制的限制，使法

定财产制下负担较多家务的一方仍可就承担的家务提起补偿请求，充分凸显了婚姻家庭编对家务劳动付

出者的尊重[20]。笔者认为非婚同居解除时，同居期间付出较多家务的一方仍然可以主张家务劳动补偿，

笔者将从以下理由来论证此主张： 
同居者不存在同居协议或协议未规定家务报酬。有学者提出非婚同居关系较为松散，其结合是出于

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在同居生活中同居对家务有自主决定权，法院不应过分干预[16]。虽然当事人之间存

在同居协议时应充分考虑双方的约定，但不排除同居者没有签订同居协议或者即使有同居协议但未就家

务报酬的金额作出规定。为保证家务付出者应得的合理评价有必要规定非婚同居者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

家务补偿制度作为同居协议的补充，弥补了同居协议的缺憾，更好的平衡了同居者之间的利益，在双方

出现纠纷时节省了谈判成本。 
缺乏家务补偿制度将使同居另一方取得不当得利。当男女双方合意同居时，会在长时间内共同生活、

共担负生育子女抚养老人的义务，且双方会达成一定的分工，如男性外出工作，女性在家承担家务责任。

在女非婚同居状态下，一方照顾老人小孩的家务操持的付出与另一方提供日常生活所需资金的付出，两

者价值上是对等的[21]。因此，承担家务较少的一方无偿享有对方提供的家务服务，可以认定为不当得利。

只有赋予家务付出者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才能更好的评价其家务价值。只有享受家务的一方通过支付

一定的补偿款，才能使其获得家务服务具有正当性，否则可认定其占有不当得利。 
家务劳动补偿制度弥补了弱势方的沉没成本。家务劳动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劳动，家务劳动者付出的

不限于劳动表面，还需付出大量的情感[22]。如保持家庭环境整齐、营造家庭环境的温馨均需要同居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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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注大量的情感，但情感付出的多寡不可考量。家务劳动补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家事劳动中付出时

间精力的一方，有效地填补了其在同居期间的沉没成本，实现了同居双方真正的平等。 
综上，非婚同居解除时，在同居期间付出更多家务的一方均有权就自己的家务付出请求家务补偿。

家务劳动补偿规则平衡了同居则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同居中弱势一方提高有力地保障，平衡了非婚

同居家庭中的两性地位。 

4.4.3. 经济帮助请求权 
基于人道主义与公平原理，在非婚同居关系解除时，生活困难的一方同居者可以请求对方提供经济

帮助。非婚同居困难方行使经济帮助请求权应遵循以下事项：1) 生活困难限于难以维系当地最低生活标

准的程度，如患有重大疾病生活难以自理；同居关系解除后无固定居所且租住房屋存在经济压力等情形。

2) 请求的时限应局限在非婚同居刚刚解除时提出，若同居关系解除后跨越了一定的时日，则无权请求曾

经的同居者提供经济帮助。 

5. 非婚同居的遗产继承问题 

根据原有的《继承法》及《民法典》继承编的规定，法定继承范围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

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可见法定继承需要基于一定的亲属关系，亲属关系和姻亲关系在我国未进行严

格划分，配偶、血亲、姻亲作为一个整体被囊括为“亲属”，享有亲属继承权[23]。非婚同居没有进行婚

姻登记，不具有配偶身份，也不是姻亲或血亲关系，所以非婚同居者欠缺继承权产生的身份基础，不享

有法定继承权[24]。 
但这不意味着非婚同居当事人完全丧失继承同居者遗产的可能性。继承除了法定继承权，还包括意

定继承权，被继承人可以通过设立遗嘱，在遗嘱中写明部分或者全部遗产由同居者继承。同居死亡者还

可以通过订立遗赠扶养协议，与同居者约定由一方同居者承担照料扶养另一方同居者的义务，被照料的

同居者在死后将其全部或者部分遗产赠予给同居生存方。若同居者死亡方没有通过遗嘱或者遗赠处理自

己的遗产，同居者生存方也可以依据《民法典》1131 条的规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

以酌情分得遗产)，主张酌情分得同居死亡者的部分遗产。 
笔者认为明确同居方可以依据遗嘱、遗赠扶养协议或者 1131 条的规定享有继承权，很好地维护了同

居关系的稳定，也加强了对同居双方当事人利益的保护。 

6. 结语 

传统家庭以婚姻、血缘为基础，组建成稳固长久的共居集合体。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婚恋观念的改

变，出现了未经结婚登记而同居的非婚同居的新家庭模式。表明现代家庭关系连接的基础发生改变：从

早期的身份关系为基础，发展到以血缘、婚姻为纽带，再到如今以共同居住的合意为要件。无论是我国

还是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非婚同居现象都具有日俱增的趋势。 
非婚同居具有契约性、长期性、双重性等特征，与婚姻、事实婚姻、非婚同居都有所区别。首先，

非婚同居未经结婚登记，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其次，非婚同居与事实婚姻以 1994 年 2 月 1 日为界点，

在此之前以夫妻名义共居且得到群众默认的同居关系是事实婚姻，取得正式婚姻的效力，反之属于非婚

同居，除此事实婚姻具有比非婚同居更严格的构成要件；最后，非婚同居也不等于非法同居，司法解释

已删除了非法同居的表述，现行法律对非婚同居持中立态度，即不反对也不支持。厘清非婚同居与相关

概念的联系与区别有利于更好的剖析非婚同居的财产问题。 
本文从三个角度讨论非婚同居的财产问题：一、非婚同居期间的财产归属与财产权行使。非婚同居

期间的财产制度以协议制为主，法定财产制为辅。有约依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依照法定财产制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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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同居者的个人财产及共有财产。非婚同居者在同居期间行使财产权时按照个人财产自己处分，共有财

产经授权或同意的规则处理。二、非婚同居解除后弱势方的经济救济。非婚同居关系解除后，无过错方

可以主张存在重大过错的同居方给付过错损害赔偿；在同居期间付出较多家务劳动的一方可以请求对方

给付家务劳务补偿，以更好实现同居双方的利益平衡；同居关系解除时，基于公平道义原则，生活困难

的一方可以请求对方适当给付经济帮助。三、非婚同居人之间的继承问题。非婚同居人之间不存在享有

法定继承权的身份，所以非婚同居者不能基于法定继承权请求继承同居死亡方的部分或者全部遗产。但

同居者可以通过遗嘱或者订立遗赠扶养协议的方式处分自己的遗产，同居生存方也可以以承担了较多扶

养责任为由主张酌情分得同居死亡者的遗产。 
家庭是政府意图建立一个安全和谐的社会中的核心。创建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为婚姻家庭、同居家

庭等多元化的家庭提供法律保障是实现政府规划的重要步骤。非婚同居作为社会发展的新家庭模式，由

社会环境、婚姻自身发展及国家大趋势等因素影响所致。我们应关注非婚同居带来的财产分割、财产归

属等财产纠纷，通过完善相关立法来保护同居双方的财产利益。同时对非婚同居中的弱势方提供充分的

法律救济，构建同居者自愿订立契约为原则，国家适度法律干预的规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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