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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议

“离婚冷静期”四年之考：“冷静”效果几何？
■全媒体记者徐亚辉 林婷玉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再次提交提案呼吁

删除《民法典》中“离婚冷静期”条款，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

实际上，自2021年《民法典》正式实施以来，“离婚冷静

期”就始终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支持者认为，“离婚冷静

期”能缓冲因琐事争吵或情绪失控导致的草率离婚，维护

家庭的稳定；反对者则表示“离婚冷静期”在一定程度上侵

犯了婚姻自由；还有网友持中立观点，认为应该针对不同

情况的婚姻提供不同的处理方式。

“离婚冷静期”真能让人“冷静”吗？实施以来效果如

何？到底该不该删除或者有何改善措施？

“实践证明，‘离婚冷静期’

有其积极作用，但也需通过一些

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负面影

响，使其更加科学合理，避免对所

有类型的婚姻情况‘一刀切’。”对

于如何更好地改善“离婚冷静

期”制度，杨满玉建议，一是根据

不同类型的离婚申请进行分类

管理。对于首次申请离婚且无

重大争议（如家暴、虐待等）的夫

妻，可以保留“冷静期”；而对于

存在重大争议或紧急情况的离

婚申请，则应允许直接进入快速

通道，无需等待“冷静期”。二是

引入调解机制，即在“冷静期”

内，强制要求夫妻接受专业的婚

姻家庭咨询或调解服务。这不

仅可以帮助夫妻更好地沟通，还

可 以 提 高“ 冷 静 期 ”的 实 际 效

果。三是缩短“冷静期”时长，将

“冷静期”从目前的 30 天缩短至

15 天或更短的时间。这样既能

给予夫妻一定的缓冲时间，又不

会过分延长离婚程序，减少不必

要的痛苦和矛盾。四是加强宣

传和教育，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对

婚姻家庭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

育，提高公众对婚姻家庭关系的

认识和理解，从根本上减少冲动

离婚的发生。五是建立反馈机

制，定期收集和分析“离婚冷静

期”实施过程中的数据和反馈，

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调整。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王金华曾

在调整离婚登记程序情况的新闻通

气会上表示，程序调整主要是为那些

草率离婚、冲动离婚的人增加一个门

槛——考虑清楚是否感情确已破裂，

是否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处理等事

项协商一致。

如今，“离婚冷静期”实施已有四年

时间，是否对草率、冲动性离婚起到缓

冲作用？究竟有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根据 2024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的数据显示，我国从 2021 年实施“离

婚冷静期”以来，协议离婚占比从 2020

年的 86.1%降至 2023 年的 71.94%。可见

“离婚冷静期”的制度在降低离婚率方

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帮助了不少在冲动

之下选择离婚的夫妻成功复合。

新疆沙雅县人民法院曾发布了一

个成功案例：赛某和阿某于 1995 年自

由恋爱结婚，婚后二人感情很好，但随

着时间的推移，二人经常因家庭琐事发

生矛盾，导致夫妻关系紧张。2024 年 6

月，忍无可忍的阿某诉至法院要求与赛

某离婚。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运

用《民法典》“冷静期”的相关条款，考虑

到赛某与阿某婚姻时间较长，且双方虽

有误会和隔阂并未分居，二人依然有感

情基础，给予他们一个月的“冷静期”。

通过一个月的冷静思考后，双方的情绪

趋于稳定，并且认识到各自不足，自愿

申请撤诉，夫妻二人和好如初。

“虽然‘离婚冷静期’从行政手段上

似乎让协议离婚减少了，却导致了诉讼

离婚的升高和挡不住结婚率、生育率的

持续走低。”蒋胜男表示，看上去似乎达

到了降低离婚率的结果，但这并非是真

的达到“黏合婚姻”的效果。她认为，本

来在离婚案件中，冷暴力、家暴、虐待等

情形屡见不鲜，一两年的诉讼过程可能

会让本可以好聚好散的关系变得更不

和谐。“实际上，‘离婚冷静期’期间，很

多不必要的争议和冲突也加剧了。”

有不少网友也认为，“离婚冷静期”

并不适用于所有婚姻情况，还有可能延

长家庭矛盾，增加家庭暴力风险，甚至

成为施暴者进一步威胁、控制受害者的

窗口期。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

极端案例。比如，2024 年 4 月 25 日，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公开审理了一起

“离婚冷静期”内杀妻案。被害人周某

霞因长期被丈夫赵某家暴及感情不和申

请协议离婚，进入 30 天“离婚冷静期”，

然而“冷静期”还没结束，周某霞便被丈

夫残忍杀害。

“除了家暴外，‘冷静期’可能被滥用

为转移财产、伪造债务的窗口，加剧弱势

方困境。”蒋胜男认为，法律未明确保障

措施，导致弱势群体权益进一步受损。

离婚程序延宕不仅影响当事人生活，更

可能激化矛盾，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

根据《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夫妻

协议离婚需经历 30 日“冷静期”。具体

来说，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

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

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

申请。

“30 天‘离婚冷静期’让婚姻的反悔

成本太高，容错率太低，所以不敢轻易

进入婚姻。怕对方是胡搅蛮缠的人，离

婚难。”今年 30 岁的职工小谭目前是一

名单身女士。她认为，本就不应该有

“冷静期”这个限制，因为当初选择结婚

是自由的，分开也应该是自由的，只要

有一方想离婚，就应该可以随时终止关

系，“给离婚增加难度，对于想要离婚的

那一方非常不公平”。

蒋胜男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

了类似观点。她认为，任何一种关系模

式，如果只有顺畅的进入机制，没有顺

畅的退出机制，都会影响人们选择进入

的意愿，让人们变得谨慎。结婚也同样

如此。当离婚的成本变高，变成不能说

离就离，而是经历一个月“离婚冷静期”

的拷问才能离时，对于那些想要步入婚

姻的人们来说，无疑增加了其望而却步

的可能。

对此，在广州市天河区工作的80后

宝妈小冉有着不同的看法。小冉支持

保留“离婚冷静期”。在她看来，“离婚

冷静期”提供了一个冷静思考的过程。

“真的下定决心要离婚的人，也不在乎

这几天时间。”她笑着说，自己和老公在

吵架情绪上头的时候，也说过离婚这样

的气话，事后也并无大碍，双方冷静下

来就好了。有许多网友也表示，“冷静

期”确实帮助自己和配偶重新审视了婚

姻关系，避免了冲动离婚。

“从我处理的婚姻家庭案件来看，

‘离婚冷静期’这一制度确实存在一些

值得商讨的地方。”对于是否有必要删

除“离婚冷静期”，擅长处理婚姻家事案

件的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律师杨满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首

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离婚事件当

事人均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

民，他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婚姻是否继

续，“离婚冷静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

这种自主权。其次，“离婚冷静期”适用

于所有申请离婚的夫妻，但现实中绝大

多数离婚案件并非因冲动而起，以极少

数人的冲动离婚为由强制全体离婚当

事人承担额外成本，显得不够公平合

理。最后，从实际操作来看，“离婚冷静

期”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如增加矛盾、

延长痛苦等。“所以，我认为可以考虑删

除或调整‘离婚冷静期’制度，以更好地

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权和实际情况。”

离婚真的需要“冷静期”吗？

效果

“冷静期”真能让人“冷静”吗？

建议

从“一刀切”
到分类管理

■AI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