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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父母帮买房的出资
属于个人财产

婚前父母帮忙买的房子是
个人财产还是归夫妻共同
所有？

对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一)》延续了现行婚姻法司法解
释相关规定。

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
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
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
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
的除外。

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
方购置房屋出资的，依照约定
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的，按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六
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原
则处理。

法院支持三种情况下
返还彩礼

彩礼，对一些地区的人来
说，是结婚过程中不小的一笔开
支，这笔钱在什么情况下能要
回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的解释(一)》明确，当事
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
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

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1.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2.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
确未共同生活；3.婚前给付并导
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持续性、经常性的家暴
认定为虐待

发布会上，最高法相关负
责人表示，民法典配套司法解
释的修改制定中，要考虑促进
婚姻家庭和谐稳定。同时，还
要注重引导树立良好的家教、
家风，弘扬家庭美德，促进家庭
文明建设。

比如在反家庭暴力法明确
规定家庭暴力的基础上，将持
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认定
为虐待，体现了对家庭暴力坚
决说“不”的鲜明价值导向。

妻子擅自中止妊娠
是否侵犯丈夫生育权？

没有经过商量，妻子擅自
中止妊娠，算不算侵犯丈夫的
生育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的解释(一)》明确，夫以
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
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

纠纷，致使感情确已破裂，一方
请求离婚的，人民法院经调解
无效，应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
七十九条第三款第五项的规定
处理。

未成年子女抚养权纠纷中
尊重8周岁以上子女意愿

发布会上，最高法相关负
责人表示，民法典配套司法解
释的修改制定中，注重保护妇
女、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
的合法权益。

比如在未成年子女抚养权
纠纷中，贯彻最有利于未成年
子女原则，尊重8周岁以上子女
的真实意愿，删除原来10周岁
的规定等。

夫妻离异后能擅自将子女
姓氏改成继父母姓氏吗？

离婚后孩子应该跟谁姓，
这个问题常常会引起公众
讨论。

而夫妻离婚后，其中一方
擅自将子女的姓氏改成继父母
的姓氏，更容易引起纠纷。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继承编的解释(一)》中明确，父
母不得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
子女抚养费。父或者母擅自将
子女姓氏改为继母或继父姓氏

而引起纠纷的，应当责令恢复
原姓氏。

不尽孝者少分或不分遗产

没有对父母尽孝，却要参
与分遗产，这样的新闻屡见
不鲜。

对需要扶养的被继承人没
有进行扶养，提出要分甚至多
分遗产。民法典规定，有扶养
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
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
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
编的解释(一)》中进一步明确，
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的继承
人虽然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
但对需要扶养的被继承人不尽
扶养义务，分配遗产时，可以少
分或者不分。

继子女继承继父母遗产后
不影响继承生父母遗产

继子女继承了继父母的遗
产，还能继承生父母的遗产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
编的解释(一)》明确，继子女继
承了继父母遗产的，不影响其
继承生父母的遗产。继父母继
承了继子女遗产的，不影响其
继承生子女的遗产。本报综合

彩礼、家暴、离婚……最高法明确了这些婚姻大事
新的司法解释明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晚在北京
同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
马克龙、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
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举行视频会晤。中欧领导人共
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
谈判。

习近平指出，2020年对世
界和中欧双方来说都是十分特
殊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
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深刻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越
来越多。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欧
迎难而上，携手努力，推动中欧
关系取得丰硕成果。双方如期
实现年内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
判的预期目标，达成了一份平
衡、高水平、互利共赢的投资协
定，展现了中方推进高水平对外
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将为中欧相
互投资提供更大的市场准入、更
高水平的营商环境、更有力的制
度保障、更光明的合作前景，也
将有力拉动后疫情时期世界经

济复苏，增强国际社会对经济全
球化和自由贸易的信心，为构建
开放型世界经济作出中欧两大
市场的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致力于构
建新发展格局，将为欧洲和世界
提供更多市场机遇、创造更大合
作空间。希望欧方坚持自由贸
易和多边主义，为中国投资者提
供开放、公平、非歧视的营商
环境。

习近平指出，2021年即将
到来，中欧作为全球两大力量、
两大市场、两大文明，应该展现
担当，积极作为，做世界和平进
步的合作建设者。双方应该加
强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
处分歧，携手育新机、开新局。

一是协调抗疫行动。确保
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得到公
平分配，特别是让发展中国家
获益。

二是共促经济复苏。加强
政策沟通和协调，坚持建设开放
型世界经济，带动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早日重回正轨。
三是对接发展战略。加大

政策协调，加强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同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
对接，探讨数字领域合作。

四是加快绿色发展。用好
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机制，
相互支持中欧举办生物多样性、
气候变化、自然保护国际会议。

五是推动多边合作。加强
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
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框架内
协调和合作，推动政治解决国际
和地区热点问题，积极落实二十
国集团缓债倡议，支持非洲抗疫
和发展，共同促进世界发展
繁荣。

欧方领导人表示，尽管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欧中
保持密切高层沟通，在地理标
志协定等一系列问题上取得重
要进展。今天我们举行会晤，
共同宣布结束欧中投资协定谈
判，这对欧中关系发展具有重
要里程碑意义，也将有利于推

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这再次
向世界表明，尽管欧中在有些
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双方都有
政治意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加强对话，深化合作，实现互利
共赢。欧中投资协定是高水平
的，欧方赞赏中方进一步扩大
开放，积极促进贸易自由化、投
资便利化。欧中都支持多边主
义，一个强有力的欧中关系有
益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
性挑战。欧方赞赏中方就应对
气候变化以及帮助非洲抗击疫
情等方面采取的重大举措，希
望就全球抗疫、气候变化、生物
多样性保护、可持续发展、世贸
组织改革等问题继续同中方密
切协调合作。

中欧领导人互致新年问
候，共同表示，在新的一年保持
密切沟通，共同推进双方重大交
往议程，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刘鹤、杨洁篪、王毅、何立峰
等参加会晤。

中小学生教育惩戒有了依据

老师惩戒学生
不得有7类行为

据新华社电 学生不服从
管理、扰乱课堂秩序，甚至吸烟
饮酒、欺凌同学，老师能不能管？
怎么管？记者29日从教育部了
解到，《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
行）》日前颁布，系统规定了教育
惩戒的属性、适用范围以及实施
的规则、程序、措施、要求等。

规则明确，在确有必要的情
况下，学校、教师可以在学生存
在扰乱秩序、行为失范、具有危
险性、侵犯权益等情形时实施教
育惩戒。

根据程度轻重，教育惩戒被
分为三类。一般教育惩戒适用于
违规违纪情节轻微的学生，包括
点名批评、做口头或者书面检讨、
增加额外教学或者班级公益服务
任务、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
室内站立、课后教导等；较重教育
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较重或
者经当场教育惩戒拒不改正的学
生，包括德育工作负责人训导、承
担校内公共服务、接受专门的校
规校纪和行为规则教育、被暂停
或者限制参加游览以及其他集体
活动等；严重教育惩戒适用于违
规违纪情节严重或者影响恶劣，
且必须是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
中阶段的学生，包括停课停学、法
治副校长或者法治辅导员训诫、
专门人员辅导矫治等。

为防止将体罚和变相体罚
作为教育惩戒，规则细化了禁止
实施的七类不当教育行为：一是
身体伤害，如击打、刺扎等；二是
超限度惩罚，超过正常限度的罚
站、反复抄写，强制做不适的动
作或者姿势，以及刻意孤立等间
接伤害身体、心理的变相体罚；
三是言行侮辱贬损，辱骂或者以
歧视性、侮辱性的言行侵犯学生
人格尊严；四是因个人或者少数
人违规违纪行为而惩罚全体学
生；五是因学生个人的学习成绩
而惩罚学生；六是因个人情绪、
好恶实施或者选择性实施教育
惩戒；七是指派学生代替自己对
其他学生实施教育惩戒。

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返还彩礼？不尽孝道的子女还能分到遗
产吗？妻子擅自中止妊娠是否侵犯丈夫的生育权？30日，最高人民
法院发布了与民法典配套的第一批共7件新的司法解释，就上述人
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从法律层面上进行了明晰。

新的司法解释将于2021年1月1日与民法典同步施行。

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

两高修订司法解释

“英烈保护”纳入
检察公益诉讼范围

据新华社电 为贯彻实施
民法典，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会
同最高人民法院，对《关于检察
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进行了修订，将“英烈
保护”正式纳入检察公益诉讼案
件范围。

此次修订中，增加了“侵害
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
荣誉”领域，并针对该领域案件
特点，在诉前公告的基础上，增
加了征询英雄烈士等的近亲属
意见的诉前履职方式。

据悉，修订后的解释条款于
2021年1月1日正式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