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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1月18日消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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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2月1日起施行。

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近年呈上升
趋势

最高法方面称，彩礼作为我国传统婚嫁

习俗，有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但是，超出家

庭正常开支的彩礼成为很多家庭的沉重负

担，在婚龄较短的情况下，造成双方利益失

衡，彩礼纠纷数量增多。

针对这一问题，法院应根据诚实信用原

则，予以适当调整，妥善平衡双方利益。甚至

有些人借彩礼之名行诈骗之实，严重损害彩

礼给付方合法权益，司法更应坚决予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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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彩礼与恋爱期间一般赠与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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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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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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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目的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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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确涉彩礼纠纷的诉讼主体

《规定》还明确了涉彩礼纠纷的诉讼主

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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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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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方面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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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发布的《规定》，还完善了彩礼返还规

则。

《规定》明确，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

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

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

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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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当地习俗，

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人民法院认定彩礼数额是否过高，应当

综合考虑彩礼给付方所在地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给付方家庭经济情况以及当地习俗等

因素。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

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

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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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

体比例。

共同生活时间作为重要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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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方面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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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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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记者 高蕾）记者从民政部

获悉：《社会组织名称管理办法》近日公布，

将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办法首次对

社会组织名称进行统一规定。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有近 90

万家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

办非企业单位三类。此次出台的办法首次

对社会团体名称作出规范表述，有利于形成

社会组织统一的名称管理制度。

办法明确，国务院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

组织名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的，可

以冠以“中国”“全国”“中华”等字词。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登记管理机关登记的

社会组织名称中间含有“中国”“全国”“中

华”“国际”“世界”等字词的，该字词应当是

行（事）业领域限定语，并且符合国家有关规

定。社会组织名称中的行（事）业领域不得

使用“第一”“最高”“国家级”等具有误导性

的文字，但具有其他含义的除外。

办法还对社会组织名称中使用自然人

姓名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办法规定，社会团

体名称一般不以自然人姓名命名，确有需要

的，仅限于在科技、文化、卫生、教育、艺术领

域内有重大贡献、在国内国际享有盛誉的杰

出人物。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以自

然人姓名作为字号的，需经该自然人同意。

使用已故名人的姓名作为字号的，该名人应

当是在相关公益领域内有重大贡献，在国内

国际享有盛誉的杰出人物。

此外，近年来，多地实践中陆续出现社会

组织将内部设立的办事机构命名为“专业委

员会”“专家委员会”的情况，混淆了办事机构

与分支机构，一定程度上存在风险隐患。为

此，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内部设立的办事机构

名称，应当以“部”“处”“室”等字样结束，且区

别于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名称，便于公众更加

清晰识别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

据人民网电（记者 梁秋坪 高清扬）记者从公安部获悉，

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持续深入推进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共

打掉涉黑恶犯罪组织19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万名，破

获各类刑事案件2.9万余起。

2023年，公安部挂牌督办37起案情重大、复杂的涉黑恶

案件，强化指导督办、专家支持，推动案件侦办工作有序开

展。同时，全力缉捕涉黑涉恶在逃人员，各地目标逃犯到案

1222名，其中境内1105名、境外117名，形成强大震慑。

针对黑恶犯罪向网络发展蔓延的严峻态势，公安部部署

各地公安机关深入开展打击惩治涉网黑恶犯罪专项行动，摧

网络、断链条、抓金主、打组织，坚决断根清源、打深打透，共打

掉涉网黑恶犯罪组织795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2万余名，破获

刑事案件1.8万起。

工作中，全国公安刑侦部门积极参与打击长江非法采砂、

打击整治盗采海砂等专项行动，持续推进打击“沙霸”“矿霸”

“村霸”“乡霸”等重点行业领域黑恶势力，打掉自然资源领域

涉黑组织28个。2023年9月，会同相关部门深入推进教育、金

融放贷、市场流通等重点行业领域整治，共侦办相关领域涉黑

恶案件8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000余名，有力整治了行业

乱象。

2023年，内蒙古冷萃厚牛乳、紫苏籽油、牛肝等7种内蒙

古特色农食产品走出国门，实现了首次出口。

满洲里海关充分认识到辖区特色农食产品的巨大发展潜

力，结合自身职能优势，根据产品特点积极探索创新监管服务

模式，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综合推出一揽子、叠加式“政策

工具服务包”。依托企业联络员机制和属地查验平台，畅通农

食产品属地查检“绿色通道”，实施全天候预约查检，“一对一”

指导企业使用检疫证书“云签发”新模式，整体查验效能提升

超60%。坚持“共管共治”，加强与地方政府沟通和协作，落实

指导完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释放海关政策红利、压实“三方”

责任等措施，助力内蒙古特色农食产品发展壮大、扬帆海外。

2023年全年，满洲里海关辖区累计出口农食产品13.7万

吨，出口额达10.3亿元。 （摘自海关总署网）

海关总署发布《关于推动加工贸易持续

高质量发展改革实施方案》以来，上海海关创

新工作机制，加大政策宣贯和企业调研力度，

细化落实16项新措施，在推进上海五个中心

建设、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推进内外贸一体

化、培育外贸新动能等方面成效显著，助推上

海外贸稳中向好。

2024年元旦，国产首制大型邮轮“爱达·

魔都号”从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启航，开始首

次商业运营。

“爱达·魔都号”制造商中船邮轮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主任李芳介绍，邮轮

制造涉及产业链上下游众多企业。海关加工

贸易16项新举措之一就是放宽集团保税牵头

企业适用范围，允许集团企业间保税料件便

捷自由流转。“我们汇聚了长三角范围内11家

船舶制造企业，效率提升超60%。”

除了船舶制造，上海海关还针对上海市集

成电路、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重点

产业，发挥“保税+”溢出效应，与产业支持政策

联动。上海海关稽查处处长魏炜介绍，“我们支

持赛默飞、荣威、药明康德等企业开展集团保税

业务，2023年集团保税项下进出口值约590亿

元，同比增长16%，有效发挥‘同城同企’作用，长

三角先进产业集群集聚显现。”

在16项新措施中，提升加工贸易内销便利

化、取消非失信企业开展内销集中申报的备案

手续，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很受市场欢迎。中

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

介绍：“新政取消了集中内销备案手续，我们不用

交保证金就直接享受按季度集中内销纳税的便

利，仅这一项就免去了2000多万元的保证金，极

大增加了企业的流动资金。”

目前，晶晨、展讯、思特威等3家企业也已

实现按季度集中内销，从原先的“先税后销”

转变为“先销后税”，两个月以来集中内销货

值已超200万美元，缓税金额近200万元。加

工贸易成品可方便转向国内市场销售，推动

加工贸易企业利用优势融入内外贸一体化，

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转向开拓“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

新措施中，允许企业每月底前对上月深

加工结转集中申报，比原先的规定放宽了15

天。能率（上海）住宅设备有限公司关务经理

宋礼慧说：“别小看这15天，多出来的15天让

公司整体的采购、生产计划更顺畅。”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繁花》描绘了上世纪90

年代上海纺织服装企业通过“三来一补”开展加

工贸易的热闹场景。时至今日，尽管服装行业

在加工贸易中占比越来越低，但海关的改革政

策让上海弄堂里生产的外销服装继续“挺括、考

究、时髦”，品牌质量得以在细微处传承。

在上海虹口区长春路一个弄堂里，有一

家成立了44年的服装加工贸易企业——上海

虹口制衣有限公司。企业创始人陆杰介绍，

2023年公司订单增长喜人，加工贸易进出口

总额近600万美元，同比增长170%。16项新

措施实施以后，上海海关所属虹口海关运用

优化加工贸易成品出口退换等便利措施，指

导企业快速出口。

“加工贸易的重要作用就是灵活对接国际

国内两个市场，以确定的政策应对不确定的市

场变化，支持企业抓紧有利条件，多干快上。”魏

炜表示，“上海海关将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以稳促进，增强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助力企业降本提质增效；主动创

新、先立后破，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加强政策供

给，推动加工贸易向更高科技含量、更高产品附

加值、更高市场竞争力持续发展。”

抓住 2023

年国内经济加

快 发 展 的 机

遇，牡丹江市

积极培育市场

采购贸易、跨

境电商、边民

互市贸易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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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加快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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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互市贸易额

达 到 8.67 亿

元。

据 介 绍 ，

市场采购贸易

具有“多品种、

小批量、多批

次”的特点，解

决了以往中小

微企业和个体

工 商 户 由 于

“单小、货杂、

品种多”无法

从事出口贸易的难题，是近年来我国对外贸

易领域新兴的一种贸易方式。在国家、省市

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作为黑龙江省第一个

市场采购贸易试点单位，2023 年 4 月中旬绥

芬河市青云市场在全省率先推出市场采购贸

易，3.79 万件出口商品经绥芬河公路口岸销

往俄罗斯。截至2023年11月底，依托绥芬河

市青云市场，市场采购贸易备案主体发展到

234家，实现对外贸易额7.9亿元，成为全市外

贸领域新亮点。

与此同时，依托牡丹江作为全国跨境电

商零售进口商品试点城市和绥芬河、东宁口

岸优势，牡丹江市积极发展跨境电商等新经

济、新业态，推动牡丹江外贸产业加快发展，

对提升外贸企业经营效益、推动牡丹江外贸

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借助国家相关优惠政策和绥芬河、

东宁口岸区位优势，2023年牡丹江市边民互

市贸易发展迅速，围绕互市贸易进口商品精

深加工兴建的产业项目、园区也在积极推

进。随着产业增值链条逐步延长，国内外销

售市场持续扩大，预计牡丹江互市贸易将实

现更大发展。

1月11日，在黄山市休宁县的黄山皖新徽三食品供应链有限公司内，工人在生产线上加工制作臭鳜鱼。

近年来，安徽省黄山市大力推动臭鳜鱼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制定从加工到烹饪的地方及团体标准，改良臭鳜鱼口味，引入现代化

生产线，搭建电商物流平台。2023年，黄山市有臭鳜鱼加工企业100余家，年加工量近5.5万吨，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就业3万余人。

新华社记者 黄博涵 摄

新年伊始，位于江苏省常州市的各企业开足马力生

产，赶制订单，冲刺“开门红”。图为位于江苏省常州市天

宁经济开发区的一家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

人在赶制订单。 新华社记者 毛俊 摄

最高法涉彩礼纠纷相关《规定》将于2月1日起施行

禁止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
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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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落实加工贸易16条海关新政——

上海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经济日报记者 李治国

满洲里海关：

做好内蒙古特色农食产品出口“引路人”
潘燕平

公安部：

2023年打掉涉黑恶犯罪组织1900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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