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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彩礼与恋爱一般赠与的区别

据了解，《规定》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
的彩礼认定范围、彩礼返还原则、诉讼主
体资格等重点难点问题予以规范，与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结合，形成逻辑完
整的彩礼纠纷法律适用规则。

重申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民法典
第1042条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借
婚姻索取财物违反了婚姻自由原则，应当
坚决予以打击。《规定》明确，以彩礼为名
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

明确彩礼与恋爱期间一般赠与的区
别。彩礼与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相比，虽
然当事人的目的和动机相似，但是彩礼的
给付一般是基于当地风俗习惯，直接目的
是缔结婚姻关系，有其相对特定的外延范
围。为此，《规定》明确，在认定某一项给
付是否属于彩礼时，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

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
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收受
人等事实认定。比如，可以考察给付的时
间是否是在双方谈婚论嫁阶段、是否有双
方父母或介绍人商谈，财物价值大小等事
实。

《规定》同时以反向排除的方式明确
了几类不属于彩礼的财物，包括：一方在
节日或者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
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一方为表达
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等。此
类财物或支出，金额较小，主要是为了增
进感情的需要，在婚约解除或离婚时，可
以不予返还。

彩礼返还原则明确：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根

据共同生活“夫妻之实”等因素综合
考虑

明确涉彩礼纠纷的诉讼主体。彩礼
返还纠纷中，程序上存在的主要争议问题
是婚约双方的父母能否作为诉讼当事
人。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儿女的婚姻一
般由父母操办，接、送彩礼也大都有双方
父母参与。

《规定》充分考虑上述习俗，区分两种
情况：一是婚约财产纠纷。此类案件原则
上以婚约双方当事人作为诉讼主体，但考
虑到实践中，彩礼的给付方和接收方并非
限于婚约当事人，双方父母也可能参与其
中，为尊重习俗，同时也有利于查明彩礼
数额、彩礼实际使用情况等案件事实，确
定责任承担主体，《规定》明确，婚约财产
纠纷中，婚约一方及其实际给付彩礼的父
母可以作为共同原告；婚约另一方及其实
际接收彩礼的父母可以作为共同被告；二
是离婚纠纷。考虑到离婚纠纷的诉讼标
的主要是解除婚姻关系，不宜将婚姻之外
的其他人作为当事人，故《规定》明确，在
离婚纠纷中一方提出返还彩礼诉讼请求
的，当事人仍为夫妻双方。

完善彩礼返还规则。近年来，涉彩礼
纠纷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民法典婚姻家
庭编解释（一）虽规定了彩礼返还问题，但
在法律逻辑上，尚有两种情况未予规定，
需要完善相关规则。一是已经结婚并共
同生活；二是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经共同

生活。
在第一种情况下，双方已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并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
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
应予以支持。但是，也要看到，给付彩礼
的目的除了办理结婚登记这一法定形式
要件外，更重要的是双方长期共同生活。
因此，共同生活时间长短应当作为确定彩
礼是否返还以及返还比例的重要考量因
素。在“闪离”的情况下，如果对相关返还
彩礼的诉讼请求完全不予支持，尤其是举
全家之力给付的高额彩礼，会使双方利益
明显失衡，司法应当予以适当调整，根据
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
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
事实，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
例。

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双方未办理结
婚登记的，原则上彩礼应当予以返还。但
亦不应当忽略共同生活的“夫妻之实”。
该共同生活的事实一方面承载着给付彩
礼一方的重要目的，另一方面会对女性身
心健康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曾经
有过妊娠经历或生育子女等情况。如果
仅因未办理结婚登记而要求接受彩礼一
方全部返还，有违公平原则，也不利于保
护妇女合法权益，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
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
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确定是否返还以及
返还的具体比例。《规定》对此用两个条文
予以规定。

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

据介绍，《规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借婚
姻索取财物，对于弘扬健康、节俭、文明的
婚嫁新风，推动文明乡风建设，有重要意
义。

再者，《规定》通过明确裁判规则，能
够给予相关当事人以行为指引，助力引导
人民群众更加理性地看待彩礼问题，让彩
礼回归“礼”的本质，推动提升高额彩礼专
项治理效果。

此外，《规定》基于彩礼的目的性赠与
特征，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孕育情况、双方
过错等因素，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

（一）的基础上，完善相关裁判规则，有助
于统一类案的法律适用标准，妥善平衡双
方利益。 □据红星新闻

婚后“闪离”，高额彩礼能否要回？
最高法彩礼返还新规下月起施行

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
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
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
于2023年 11月 13日由最高人
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05次会
议审议通过，2024年2月1日起
施行。

据介绍，近年来，多地彩礼数
额持续走高，形成攀比之风。这
不仅背离了彩礼的初衷，使彩礼
给付方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负
担，也给婚姻稳定埋下隐患，不利
于社会文明新风尚的弘扬。从司
法实践反映的情况看，涉彩礼纠
纷案件数量近年呈上升趋势，甚
至出现因彩礼返还问题引发的恶
性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全面
总结近年来司法实践经验，经过
充分调研、反复论证、广泛征求意
见，制定了《规定》。

新人们举行新人们举行““零彩礼零彩礼””公益集体婚礼公益集体婚礼。。（（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朱旭东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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