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婚姻家事安排》的重
点和亮点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 司艳丽



一、《婚姻家事安排》的签署背景



 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

• 内地与香港分属“一国”之内两个不同法域，有开
展司法协助的必要，尤其是判决的相互认可和执行。
依据香港基本法第95条规定，内地与香港已签署9
项司法协助文件。



1998年6月 《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

1999年6月 《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

2006年7月 《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

2016年12月 《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提取证据的安排》

2017年6月 《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

2019年1月 《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

2019年4月 《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

2020年11月 《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补充安排》

2021年5月 《相互认可和协助破产程序的会谈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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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2016年之后，签署了6项司法协助文件，
其中《婚姻家事安排》签署于2017年6月，它不仅是
对基本法的贯彻落实，而且为近年来两地司法协助
快速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017年6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签署《婚姻
家事安排》

2021年5月5日 香港立法会通过《内地婚姻家庭案件判决（相互承认及
强制执行）条例草案》，完成本地立法

2022年2月15日
《婚姻家事安排》同时在两地生效。其中，婚姻家事安
排在内地转化为司法解释落地实施；在香港以《条例》
落地实施



 回应跨境婚姻日益增长的需要

• 近年来，随着内地与香港联系日益紧密，人员流
动频繁，跨境婚姻愈来愈多，每年均达两万余件。据
统计，2017年至2019年，当事人向香港家事法庭提
出的68374宗离婚案件中，涉及内地婚姻的案件约
占18%，即平均每年超过4000宗。



 减少或避免重复诉讼，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

• 在跨境婚姻中，当事人往往在内地和香港均有财
产，且婚姻双方在两地的流动性也较高。如果一地
法院作出的有关分割财产或抚养子女的判决，得不
到另一地法院的认可和执行，将意味着当事人只能
在另一地法院重新提起诉讼。



二、《婚姻家事安排》的重点内容



（一）相互认可和执行的婚姻家庭案件范围

•两地法律关于离婚程序的规定不尽相同，婚姻家庭
案件范围亦不尽相同。因此，根据最大公约数原则，
将两地同属于婚姻家事范畴的案件纳入协助范围。



•适用《婚姻家事安排》的内地婚姻家庭案件范围：
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婚姻家庭纠纷”
中的案件为基础，共14类。当事人就内地法院作出的
这14类案件判决，可以请求香港法院认可和执行。

适用《婚姻家事安排》的香港婚姻家庭案件共12类
当事人就香港法院作出的这12类案件判令，可以申请
内地人民法院认可和执行。



编号 纳入安排的内地婚姻家庭案件类型 纳入安排的香港婚姻家庭案件类型

1 婚内夫妻财产分割纠纷案件 在讼案待决期间提供赡养费令
《已婚者地位条例》下有关财产的命令

2 离婚纠纷案件 离婚绝对判令、财产转让及出售财产令

3 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 财产转让及出售财产令

4 婚姻无效纠纷案件
婚姻无效绝对判令

5 撤销婚姻纠纷案件

6 夫妻财产约定纠纷案件 双方在生时修改赡养协议的命令

7 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案件 赡养令、管养令



编
号

纳入安排的内地婚姻家庭案件类型 纳入安排的香港婚姻家庭案件类型

8 亲子关系确认纠纷案件 父母身份、婚生地位或者确立婚生地位的宣告

9 抚养纠纷案件 赡养令、管养令

10 扶养纠纷案件（限于夫妻之间扶养纠纷） 赡养令

11 确认收养关系纠纷案件 领养令

12 监护权纠纷案件（限于未成年子女监护权
纠纷）

管养令、就受香港法院监护的未成年子女作出
的管养令

13 探望权纠纷案件 管养令

14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 《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下的强制令



（二）关于未纳入《婚姻家事安排》的婚姻家庭案
件判决的相互认可和执行问题
• 未纳入《婚姻家事安排》的内地婚姻家庭案件有两类：

• 一是香港法律没有规定的纠纷：包括赡养纠纷、解除收养
关系纠纷、兄弟姐妹间的扶养关系纠纷等；

• 二是香港法律中有类似规定但不属于婚姻家庭纠纷：包括
婚约财产纠纷、离婚后损害责任纠纷、分家析产纠纷等。



•对于以上案件可否请香港法院认可和执行，按以下
原则处理：

•一是对于婚约财产纠纷、分家析产纠纷，可以依据
2019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
府律政司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
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请求香
港法院认可和执行。



•二是对于赡养纠纷、解除收养关系纠纷、兄弟姐妹
间的扶养关系纠纷、成年人监护纠纷、离婚后损害
责任纠纷、同居关系析产纠纷，既不能适用《婚姻家
事安排》，也不能适用《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但
是，可以按照个案协助的原则和程序根据具体情况
来判断。



三、《婚姻家事安排》的亮点



1、实现“一国”之内更加紧密更加广泛的协助

•在磋商过程中，双方并未囿于现有法律规定，而是
立足两地实践需求，秉持开放思维，寻求最大公约
数，实现更加广泛的协助。



签署前

• 依据香港法律的规定，香港法
院仅认可和执行其他法域的离
婚令和赡养令；

• 内地法院亦仅通过个案方式认
可香港的离婚判令，且仅限于
认可离婚判令中有关离婚的效
力，不认可有关财产分割和子
女抚养等。

签署后

• 将两地同属婚姻家事范畴的案
件均纳入相互认可和执行的范
围；

• 不限于身份关系的认可，包括
认可和执行财产判项；

• 不限于诉讼离婚，将协议离婚
也纳入认可和执行的范畴。



2、坚持解放思想、灵活务实的原则
比如，对于有关财产的处理，内地法院往往会判决该财

产归夫妻某一方“所有”；而依据香港法律规定，香港法院则
在命令中表述为“命令婚姻的一方须将指明的财产转让给
另一方或任何家庭子女，或为该子女的利益而转让给在命
令中指明的人……”。

《安排》第十二条规定：“在本安排下，内地人民法院作出
的有关财产归一方所有的判项，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将被视
为命令一方向另一方转让该财产。”



3、坚持求同存异、充分尊重的原则
比如，基于普通法“最终及不可推翻的理念”，“终审判

决”在两地法律中差异较大。

《婚姻家事安排》第二条将认可和执行的对象界定为“生
效判决”，取代2006年《协议管辖安排》中“终审判决”的表述。
并且，对于何谓“生效判决”，依据原审法院地的法律来判断。
这一方面体现了对对方法律的充分尊重，另一方面可以更
大范围相互认可和执行，相较于《协议管辖安排》，双方更加
开放务实。



第二条 本安排所称生效判决:
（一）在内地，是指第二审判决，依法不准上诉或

者超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的第一审判决，以及依照
审判监督程序作出的上述判决；

（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指终审法院、高等法
院上诉法庭及原讼法庭和区域法院作出的已经发生
法律效力的判决，包括依据香港法律可以在生效后
作出更改的命令。



4.坚持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理念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保护国家的未来。《婚姻家事

安排》体现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比如，内地在尚未加入《国际掳拐儿童民事方面
公约》的情况下，根据两地特殊的实践需要，积极回
应香港业界的建议，实现了“一国”之内更紧密的协
助。在第三条规定，香港法院就未成年子女作出的管
养令，可以向内地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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