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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完善

●纪新娣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设立了离婚冷静期条款,旨在减少轻率型、冲动型离婚现象.离婚冷静期

制度实施以来,在适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即离婚冷静期的适用情形未区分、适用期限缺乏弹性、离婚冷静期

内夫妻的财产权利规范不明确、当前离婚冷静期制度缺少相应的配套措施等.因此,要区分适用离婚冷静

期、设立弹性的离婚冷静期、明确离婚冷静期内的夫妻财产权利,并设置相关的配套措施,促进离婚冷静期制

度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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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离婚冷静期的概念与分类

(一)离婚冷静期的概念

离婚冷静期是指在离婚自由原则下，婚姻双方当事人申

请自愿离婚，在婚姻登记机关收到该申请之日起，一定期间

内，任何一方都可撤回离婚申请、终结登记离婚程序的冷静

思考期间。 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

《民法典》)第１０７７条中设立了离婚冷静期条款，将登记离

婚的离婚冷静期统一设置为３０日。

(二)离婚冷静期的分类

广义的离婚冷静期有登记离婚冷静期和诉讼离婚冷静期

有两种。 登记离婚冷静期适用于协议离婚，诉讼离婚冷静

期适用于诉讼离婚。 而狭义的离婚冷静期仅包括登记离婚

中的冷静期，例如我国《民法典》第１０７７条规定的冷静

期，在我国随着《民法典》的颁布实施离婚冷静期已成为登

记离婚中的冷静期的专属名词。

离婚冷静期在我国的设立背景与适用现状

(一)我国离婚冷静期的设立背景

离婚冷静期的设立是立足于我国的基本情况，根据我国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历年离婚率数据，自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９
年，我 国 离 婚 率 由 ０．９‰ 不 断 上 升 到 ３．３６‰； 我 国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离婚率都超过了３‰，其中２０１９年离婚率为

历年离婚率最高，达到３．３６‰。 我国离婚率持续攀升，冲

动离婚现象频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为此，我国在《民

法典》中设立了离婚冷静期条款。 意在给申请协议离婚的

夫妻一段冷静思考的时间，来审慎决定是要继续婚姻，还是

结束婚姻，减少闪婚闪离、冲动离婚的社会现象，降低居高

不下的离婚率，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

(二)我国离婚冷静期的适用现状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我国历年离婚率数据，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的离婚率都已超过３‰，自２０２１年离婚冷静

期制度实施后，我国的离婚率由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３６‰ 降低

到２０２１年的２．０１‰，并在２０２２年保持在２．０４‰，２０２３年我

国离婚率为２．５６‰。 这些数据表明，在离婚冷静期制度实

施后，我国的离婚率有了较大幅 度 的 下 降，从 ２０２１ 年

到２０２３年，我国的离婚率虽然有所上升，但一直保持在３‰

以下。 这足以证明了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实施对降低离婚率

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利于减少冲动离婚的现象。

实施离婚冷静期的适用困境

(一)离婚冷静期的适用情形未区分

我国的离婚冷静期采取统一设置的立法模式，适度增加

了当事人登记离婚的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时间与程序成本。

根据《民法典》第１０７７条的相关规定，申请协议离婚的夫

妻都要强制适用离婚冷静期。 不同的夫妻在离婚时夫妻感

情是不同的，对于感情已经破裂的夫妻，在申请协议离婚时

强制适用离婚冷静期可能是无用的。 对于不同类型婚姻的

夫妻离婚要进行不同的处理。 根据离婚冷静期的设立初

衷，在有些婚姻中，夫妻间感情已经破裂，他们的离婚诉求

并不是基于一时冲动，而是理性思考的结果，此时离婚冷静

期对于他们几乎很难起到挽救婚姻的效果，破裂的感情也难

以恢复，反而会适得其反。 而处于情感冲动的危机婚姻的

夫妻，他们的夫妻感情还并未破裂，他们想要离婚是基于一

时的冲动，其婚姻还有可以挽救得以继续的可能，离婚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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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理性思考的缓冲期。 所以要对离婚

冷静期的适用情形进行区分。

(二)离婚冷静期的适用期限缺乏弹性

我国协议离婚冷静期统一设置为３０日。 在离婚冷静期

条款中包含两个３０日，第一个３０日是离婚冷静期的期限，

第二个３０日是离婚冷静期届满后可以申请发证的期限。 但

这两个期限的设置在形式上看似较为简便，方便了离婚冷静

期的适用，但在实践中却忽略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 一方

面，每对夫妻的现实情况不同，就子女而言，有的夫妻在离

婚时，子女还没有成年，在申请离婚时需要对未成年子女的

抚养问题加以考虑，对于这类夫妻，相比较没有未成年子女

的夫妻，所需要的离婚冷静期就应更长一些。 另一方面，

在离婚冷静期届满３０日内，夫妻共同可以申请发证。 当事

人经过了离婚冷静期内冷静理性的思考，决定结束婚姻，但

如果由于不能归责于自己的原因导致在离婚冷静期届满３０
日内不能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证，这个期限是否可以

中止或者延长，而不是让夫妻双方再重新经过一次离婚冷静

期程序，费时费力。

(三)离婚冷静期内夫妻的财产权利规范不明确

家事代理权指的是夫妻双方能够在家庭日常生活范围内

以夫妻名义或者对方名义开展事务。 由于在离婚冷静期

内，双方并没有真正离婚，仍然处于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仍

有家事代理权。 夫妻一方可能利用这一权利，在离婚冷静

期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非法处置夫妻共同财产。 但离

婚冷静期的设立目的是为一时冲动想要离婚的夫妻设置一段

冷静思考的时间，考虑婚姻是否有继续的可能，而不是让夫

妻一方利用离婚冷静期的时间去损害另一方的财产权益，在

这种情形下，不仅离婚冷静期的目的不能实现，还损害了夫

妻另一方的财产权益。

在离婚冷静期内，夫妻一方死亡，另一方能否继承其遗

产？ 夫妻一方在离婚冷静期内死亡，在离婚冷静期内夫妻

双方仍然处于婚姻状态，按照《民法典》规定，在没有遗嘱

或遗赠的情况下，适用法定继承：配偶、父母、子女是第一

顺序继承人，夫妻另一方按照法律应当享有继承权。 在离

婚冷静期内保障自己的财产权益，许多离婚的夫妻选择提前

设立遗嘱的方式来进行保障。 但在现实实施方面也存在问

题，一是可能因为法律知识不足，遗嘱缺乏形式要件而导致

遗嘱无效或者存在瑕疵；二是当事人订立遗嘱，没有为不具

备基本生活条件且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预留遗产必留份。

(四)离婚冷静制度缺乏相应的配套措施

我国当前的离婚冷静期制度仅在《民法典》中进行了具

体规定，但并没有设置相关的配套措施，只是期待在离婚冷

静期内，夫妻双方可以进行审慎的思考，决定是否要继续婚

姻。 但是，婚姻问题仅靠时间是无法解决的，在缺乏专门

婚姻指导机构调解的情况下，夫妻双方无法解决问题，只是

在“冷战”中度过冷静期。 这使得离婚冷静期的效果大打

折扣，也不符合立法的初衷。 设置相应的配套设施，使得

在离婚冷静期的夫妻，可以借助他人更加专业的力量来帮助

自己处理感情、财产、子女以及其他相关问题。 通过这种

方式，帮助处于离婚边缘的夫妻对是否离婚进行更加深入、

理性地思考，帮助冲动离婚的夫妻挽救婚姻，也帮助决定离

婚的夫妻处理好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相关问题。

关于离婚冷静期的立法建议

(一)区分适用离婚冷静期

以夫妻在协议离婚时的感情是否破裂为标准，将离婚夫

妻的婚姻类型区分为危机婚姻与死亡婚姻。 危机婚姻的夫

妻感情并未破裂，可以通过离婚冷静期的设置挽救婚姻，死

亡婚姻的夫妻感情已经破裂，即使有离婚冷静期也难以达到

挽救婚姻的效果，所以笔者主张对于夫妻感情并未破裂的危

机婚姻适用离婚冷静期，对于感情确已破裂的死亡婚姻不适

用离婚冷静期。 对于夫妻间出现什么情形可以被认定为夫

妻感情确已破裂，笔者主张以借鉴诉讼离婚中夫妻感情确已

破裂的法定情形为主，并根据现实实践中可能造成夫妻感情

破裂的情形，共同构建夫妻感情破裂的标准，并应用于离婚

冷静期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的判断中。

(二)设立弹性的离婚冷静期

对于离婚冷静期的两个３０日的期限，第一个３０日的离

婚冷静期间，可以根据离婚的夫妻在离婚时是否有未成年子

女而决定是否要适当延长。 离婚时有未成年子女的适当延

长离婚冷静期，在域外国家，离婚冷静期的法律也有此类的

规定，这也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虽然离婚不影

响监护权的行使，但离婚涉及未成年人抚养权的归属、抚养

费的给予，如果处理不好将对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造成损

害。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使得夫妻更加审慎地

思考是否要结束婚姻，可以对其离婚冷静期进行适当的延

长。 对于第二个３０日的期限，在离婚冷静期届满３０日

内，夫妻共同可以申请发证。 笔者主张可以对此期间进行

延长或者中止，当事人经过了离婚冷静期内冷静理性的思

考，决定结束婚姻，但如果不能归责于自己的原因导致在离

婚冷静期届满３０日不能共同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证，期

间可以中止或者延长，不必让夫妻双方再重新经过一次离婚

冷静期程序。

(三)离婚冷静期内明确夫妻财产权利

在协议离婚冷静期内对夫妻双方的家事代理权进行限

制。 为了防止夫妻一方利用离婚冷静期这一期间，非法处

置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损害夫妻另一方

的财产权益，应当在离婚冷静期内限制夫妻双方的家事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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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除日常生活开销和子女抚养的合理开销外，在其他涉

及财产处理的事项，不允许协议离婚的夫妻在离婚冷静期内

行使家事代理权。 防止夫妻一方以家事代理为手段，在另

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侵害另一方的财产权益。

关于离婚冷静期内夫妻继承权认定的规制与完善，应当

尊重离婚当事人在进入离婚冷静期前，通过提前设立遗嘱的

方式将配偶排除在自己的法定继承人之外的做法。 但遗嘱

自由不应是绝对自由，夫妻一方订立遗嘱要符合遗嘱的相关

要件，也要充分考虑其他人的权益，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

生活来源的继承人预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婚姻登记机关可

以为协议离婚时准备订立遗嘱的夫妻提供法律咨询，也可以

告知其可以委托律师订立合法有效的遗嘱。

(四)离婚冷静期制度应设置相关的配套措施

关于离婚冷静期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议，笔者建议，在自

愿的基础上，一方面，可以对协议离婚申请的夫妻进行调

解，在婚姻登记机关建立调解室，既强调经验也重视专业，

既要聘用具有婚姻调解经验的人员，也要聘用心理学专业、

社会工作、法律等专业人员，共同为离婚冷静期的夫妻进行

调解咨询、法律普及工作。 另一方面，加快建设各地的公

共法律服务实体地点、热线、网络平台，并进行宣传应用。

为在离婚冷静期内经过冷静思考决定结束婚姻的夫妻提供专

业的法律知识，对财产分割、子女抚养问题达成妥善的

处理。

结束语

　　离婚冷静期制度的设立与实施，有利于减少冲动离婚、

降低我国的离婚率和维护家庭的和谐。 但是在离婚冷静期

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也要对其显现的缺点和不足给予完善。

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设立冷静期是登记离婚冷静期制

度的开始，但并不是结束。 法律制度应当与时俱进，应根

据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实的需要，对离婚冷静期制度进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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