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十九届会议(1990年) 

第 19号一般性意见：第二十三条(家庭) 

 1.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三条确认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

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对家庭及其成员的保护还得到《公约》其他条款直接或

间接的保证。譬如，第十七条禁止对家庭任意或非法干涉。此外，《公约》第二十四条特

别规定，保护儿童作为个人或作为家庭成员的权利。缔约国的报告往往不提供足够的资

料，说明国家和社会如何履行保护家庭及其成员的义务。 

 2.  委员会注意到，在国与国之间，甚至在一国的不同区域之间，家庭的概念在某些方

面不尽相同，因此不可能给这个概念下一个标准定义。但是，委员会强调，如果一群人根据一

国的立法和惯例被视为一个家庭，就必须给予这个家庭第二十三条所述的保护。所以，缔约国

应就其社会和法律体系中对家庭的概念和范围的解释和定义提出报告。一国中如存在关于“核

心家庭”和“大家庭”的不同的家庭概念，应指出这一点并说明对每一种家庭的保护程度。鉴

于存在着种种不同的家庭形式，如未婚夫妇及其子女或单身父母及其子女，缔约国还应指出这

类家庭及其成员是否并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国内法和惯例的承认和保护。 

 3.  为了真正落实《公约》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保护，缔约国需要采取立法、行政或其他

措施。缔约国应提供有关这类措施的性质以及有效实行这类措施的手段的详尽资料。实际上，

由于《公约》还承认家庭获得社会保护的权利，缔约国的报告应指明国家和其他社会机构如何

给予家庭必要的保护，国家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向这类机构的活动提供财政或其他支持，并且

国家如何保证这些活动与《公约》相符。 

 4.  《公约》第二十三条第 2 款重申已达结婚年龄的男女缔婚和成立家庭的权利。同条

第 3 款规定，只有经结婚双方的自由的和完全的同意，才能缔婚。缔约国的报告应说明是否存

在基于亲属关系程度或智力缺陷等特别因素而对缔婚权的限制和阻碍。《公约》未规定男女具

体的结婚年龄，但这一年龄应使结婚男女双方能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和条件各自表示自由的和完

全的同意。在此方面，委员会谨指出，这种法律规定必须符合《公约》所保障的其他权利的充

分行使，例如，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意味着每个国家的立法中应规定宗教婚姻和世俗

婚姻可以并存。但是，委员会认为，如一国规定婚礼以宗教仪式庆祝，但按照民法进行、证实

和登记，这并不违反《公约》。委员会还要求各国在报告中包括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 

 5.  成立家庭的权利原则上意味着能够生儿育女和在一起生活。缔约国通过的计划生育

政策应符合《公约》的条款，尤其不应是歧视性或强制性的。同样，为使夫妇能够在一起生

活，就要在各国内部，并在需要时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适当的措施，确保家庭的团圆或重

聚，尤其是家庭成员因政治、经济或类似原因分离的时候。 

 6.  《公约》第二十三条第 4 款规定，缔约国应采取适当步骤去保证缔婚双方在缔婚、

结婚期间和解除婚约时的权利和责任平等。 

 7.  至于缔婚的平等，委员会谨特别指出，在因缔婚而获得或失去国籍时不应出现基于

性别的歧视。同样，应当保障结婚男女双方保留使用原姓或以平等地位参与选择一个新的姓的

权利。 



 8.  在结婚期间，夫妇在家庭中的权利和责任应当平等。这一平等适用于他们关系的所

有事项，如住宅的选择、家务的处理、子女的教育和资产的管理。这一平等继续适用于为法定

的分居和解除婚约所作的安排。 

 9.  因此，必须禁止对于分居或离婚、子女的监护、生活费或赡养费、访问权或失去或

恢复父母权力的根据和程序的任何歧视性待遇，同时牢记在这方面一切以儿童的利益为准。缔

约国特别应当在报告中包括有关婚约解除或夫妇分居时对任何子女提供必要保护的规定的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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