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这一问题，丈夫的出

轨是否构成重婚罪，关键不是

有没有私生子，而是丈夫的出

轨 行 为 是 否 符 合 法 律 对 重 婚

罪的定义。

所谓重婚罪，是指有配偶

又 与 他 人 结 婚 或 者 明 知 他 人

有 配 偶 而 与 之 结 婚 的 行 为 。

而在司法实践中，重婚行为主

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与配偶登记结婚，与他

人又登记结婚而重婚，也即两

个 法 律 婚 的 重 婚 。 有 配 偶 的

人又与他人登记结婚，通常是

重 婚 者 通 过 诸 如 伪 造 婚 姻 资

料 、欺 骗 相 关 部 门 等 非 法 手

段，进行婚姻登记；

2、与原配偶登记结婚，与

他 人 没 有 登 记 确 以 夫 妻 关 系

同居生活而重婚，此即为先法

律婚后事实婚型。

3、没有配偶，但明知对方

有 配 偶 而 与 其 登 记 结 婚 或 以

夫妻关系同居而重婚。

可以看到，婚内出轨并有

私生子的行为，并不是构成重

婚 罪 的 构 成 要 件 。 是 否 触 犯

重婚罪，具体要看出轨方与小

三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是 否 以 夫 妻

名 义 共 同 生 活 。 如 是 则 构 成

重 婚 罪 ，否 则 就 不 构 成 重 婚

罪 。 比 如 重 婚 双 方 在 同 居 地

的邻里面前以夫妻相称、或以

夫 妻 名 义 为 私 生 子 办 理 入 学

手续等，这些行为都可以视作

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此外需要注意重婚与有配

偶 者 与 他 人 同 居 的 区 别 。 有

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有配

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

义 持 续 、稳 定 地 共 同 生 活 居

住 。 俗 称 为 姘 居 。 两 者 的 区

别在于，重婚系是以夫妻关系

的名义共同生活，而有配偶者

与 他 人 同 居 则 不 是 以 夫 妻 名

义同居生活。

不过与重婚一样，有配偶

者 与 他 人 同 居 的 行 为 同 样 被

我国法律明令禁止。

整理/郭炜
通讯员 陈翠君 周淑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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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轨有私生子一定算重婚罪吗？

公序，指公共秩序，是指国

家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所必需

的一般秩序；良俗，指善良风俗，

是指国家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

所 必 需 的 一 般 道 德 。 公 序

良俗指民事主体的行为应当遵

守公共秩序，符合善良风俗，不

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

的一般道德。

我 国 现 行 法 并 未 采 纳 公 序

良俗的概念和表述，但《民法通

则》第七条、《合同法》第七条和

《物权法》第七条关于社会公德、

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

的规定，通常被认为是承认了公

序良俗原则。

目前我国法律对公序良俗，

大致可分为五类：1、政治国家公

序；2、市民社会善良风俗习惯；

3、他人人格尊严 ；4、家庭道德

关系准则；5、其它

法 官 在 判 定 一 个 法 律 行 为

是否违反公序良俗时，主要从以

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是 法 律 行 为 的 客 体 是 否

违法。法律行为的客体是当事

人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如客

体本身具有违法性和反社会性，

则法律行为为违法行为或违反

公序良俗的行为。

二 是 法 律 行 为 的 内 容 是 否

违法。法律行为的内容为当事

人的权利义务，如当事人享有的

权利、承担的义务具有违法性或

反社会性，法律行为即为违法行

为或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如

不结婚之约定、负担杀人等犯罪

行为义务之约定、私通之约定、

赌博行为等。即使目的或动机

善良，不具有违法性，但法律行

为内容违法或具有反社会性，法

律行为即无效。

三 是 法 律 行 为 所 附 条 件 是

否违法。法律行为本身并不违

反法律、公序良俗，但条件的违

法性或反社会性，可能影响到法

律行为的效力。只要，于条件成

就时，履行该法律行为有助于增

长反社会行为的危险，条件的违

法性将导致法律行为无效。

四 是 动 机 或 目 的 是 否 违

法。动机或目的具有违法性或

反 社 会 性 ，致 使 法 律 行 为 无

效 。 一 般 说 来 ，动 机 是 推 动 行

为人去追求某种目的的内在动

力和内在起因。目的是在一定

动 机 的 推 动 下 ，希 望 通 过 实 施

某种行为达到的某种结果。对

民 事 法 律 行 为 的 效 力 评 价 ，一

般并不去考察当事人的动机和

目 的 ，但 当 动 机 或 目 的 与 法 律

行 为 相 结 合 ，有 助 长 反 社 会 行

为 实 现 的 具 体 危 险 时 ，法 律 行

为也具有了反社会性。当事人

的非法目的和动机就会导致法

律行为的无效。

整理/郭炜
通讯员 陈翠君 林世彬

“小三”欲凭遗嘱取房产 法院表示不支持

有留意《狮山树本周讯》的读者一定记得，此前本版曾提到，婚外情不光不道德，而
且当事人还可能触犯重婚罪，可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然而是不是所有婚外情
都属于重婚罪？律师表示未必如此，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起来看看吧。

前段时间，一名市民咨询律师，问如果婚后丈夫出轨，并且还和小三生育了一个小
孩，这时妻子可以控告他们犯有重婚罪吗?

律 师 答 疑（广东正念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淑贞）

某人死后小三夺产，这是不少电视剧中会
出现的情节，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社会
道德还是现行法律，对这种行为都是不支持
的。然而，假如小三这时拿出
一张死者的遗嘱，表示
自己继承遗产是死者
意愿时，这时法律该做
出什么样的决定？

张 女 士 与 丈 夫 王 某 在

1974 年结婚，婚后虽未生育

子 女 ，但 夫 妻 感 情 一 直 良

好，然而多年后，两人的婚

姻还是出现了裂痕。

2003 年，王某结识女子

李某后不久就租房公开同

居 生 活 。 2004 年 10 月 ，王

某 因 患 肝 癌 晚 期 住 院 治

疗。在王某住院期间，一直

由张某照料，直至其死亡。

临死之前，王某立下遗嘱并

经公证，将其房屋的一半价

值 约 30 万 元 遗 赠 给 李 某 。

王某死后，李某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接受遗赠。

然而，李某的诉讼请求

并未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这当中的法律依据，到底是

什么？

虽 然 我 国《继 承 法》第

16 条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

将 个 人 财 产 赠 给 国 家 、集

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

人，但就本案而言，王某在

与 张 某 夫 妻 关 系 存 续 期

间，公然与李某同居，且立

下 遗 嘱 将 财 产 遗 赠 给 李

某，王某的行为违反了《婚

姻 法》禁 止 有 配 偶 者 与 他

人 同 居 的 规 定 ，也 违 反 了

我国“公序良俗”的民法基

本 原 则 ，应 当 宣 告 王 某 的

遗 赠 行 为 无 效 。 因 此 ，李

某的诉讼请求得不到人民

法院的支持。

律 师 答 疑

（广东南天明律师事务所林世彬）

案 例 回 放

什么是公序良俗？法 条 链 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