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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结婚不要户口簿引热议

一、热点概述

2024 年 8 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官网公布了《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草案）信息，并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八条提出，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

件和书面材料：（一）本人的居民身份证；（二）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

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而现行的《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

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一）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二）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

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

《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在结婚登记环节删去了提供户口簿的要求。这条改变也

引发了网友广泛关注和讨论。

二、专业点评

1.澎湃新闻：

“不必再拿户口簿”不只是方便这么简单，还是对“婚姻自由”原则的重申，赋予人们更多的自主

权。即便“婚姻自由”早在 1950 年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中就被明确记载，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户口

簿的存在，客观上赋予了家庭成员一定的话语权，存在家庭干预婚姻的可能。当然，很多婚姻问题终究

生长在复杂的社会语境之中，恐怕很难因为出台了一个新规定就迅速转变。但无论如何，程序上的变更，

必然会影响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筑牢一些常识：婚姻终究是个人的事，它应该纯粹、简单，建立在两

情相悦的感情之上，而不用过多受其他因素影响。

2.金融界：

《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无疑是对现有婚姻登记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它不仅简化了婚姻登记程序，

提高了办事效率，更重要的是它强调了婚姻自由的原则，赋予了人们更多的自主权。这一改革举措有望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干预婚姻的问题，让婚姻更加纯粹、简单。当然，任何改革都会伴随着争议和担

忧。对于《征求意见稿》中的新规定，我们需要理性看待，既要看到其带来的便利和进步，也要关注其

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同时，我们也应该积极倡导婚姻自由、平等的价值观，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婚

姻是个人之事，应该由自己做出选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3.上游新闻：

法律只是给公民行为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要考虑的因素要复杂得多。比如，

在选择婚姻时，父母家人的意见当然非常重要，不能因为结婚登记不需要户口簿就把家人抛诸脑后。再

比如，既然选择婚姻，就要尊重婚姻的神圣性，担起家庭的责任，共同朝着长远的方向走下去，不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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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结婚登记不需要户口簿就随意结婚。任何事情都不能极端化，完全不听从他人意见是不可取的，把婚

姻交给父母决定同样也是不负责任。

归根结底，即使婚姻登记流程有变化，但婚姻的本质并不会有任何变化。真正美好的婚姻，感情和

责任一个都不能少。年长者不妨给年轻人多一点信任，相信他们在人生大事上会慎重做出选择。也无需

过度解读草案的变化，当年轻人在工作、生活中都越来越追求个性，越来越听从自己内心，相信他们也

会懂得对婚姻负责，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民政部日前就《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结婚和离婚登

记都不再需要户口簿的条例，引发了网民的热议。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社会现象）——答题结构【点题-意义-过渡-对策-展望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

这一改革举措，不仅是对传统婚姻登记制度的一次大胆尝试，更是对公民个人权利尊重与保护的深

化体现，其背后蕴含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同时也伴随着不容忽视的挑战与考量。

第二步——意义：

首先，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在现代社会，个人身份信息的数字化已成为趋势，而户口簿作

为传统户籍管理制度的产物，其局限性日益凸显。不再将户口簿作为婚姻登记的硬性门槛，有助于减少

因户籍迁移、信息更新滞后等问题给当事人带来的不便，使婚姻登记更加便捷高效。

其次，此举有助于打破地域限制，促进人口流动与社会融合。在过去，户籍制度往往成为阻碍人们

自由迁徙、选择伴侣的隐形壁垒。随着婚姻登记去户口簿化的实施，人们将更容易跨越地域界限，寻找

真爱，组建家庭，从而加速社会整体的融合与发展。

再者，践行了婚姻自由的精神，这一改革也是对社会观念转变的积极回应。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

对于婚姻的看法日益开放和包容，更加强调基于爱情与共识的婚姻观。去除户口簿的限制，减少了外界

因素对婚姻自主权的干涉，有利于构建更加健康、平等的婚姻关系。

第三步——过渡：

但是结婚不用户口本进行登记也会伴随着一些现实问题，比如在校大学生或青年人冲动结婚，也有

可能因为缺乏有效的验证机制导致重婚，假婚的现象增多等情况，改革的过程总是痛苦的，所以在未来

我们还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四步——对策：

第一，完善数据交换标准。部门之间应加强沟通，制定统一的数据交换标准和接口规范，确保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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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之间能够顺畅地进行数据交换和共享。同时，加强数据安全防护，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

第二，学校要强化培训教育。在校大学生在婚恋这件事上猎奇且易冲动，学校有义务将婚恋观教育

作为学生步入社会前的一堂必修课，引导帮助学生们建立起正确的婚恋观，避免误入歧途，抱憾终生。

第三，家庭也要转变刻板想法。通过媒体宣传、社区讲座甚至入户走访等多种方式，倡导文明、健

康、理性的婚姻观念和生活方式，鼓励民众树立正确的家庭观和婚姻观，减少不必要的干预，共同营造

和谐的家庭氛围。

第五步——展望结尾：

归根结底，日子是要自己过的，婚姻不是儿戏，只有先做好自己，才能真正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现在法律将婚姻这项权利完全赋予给我们自己了，我们更要珍惜着来之不易的自由，我相信，在不久的

将来，婚姻登记一定不再是一项繁琐复杂的任务，而是成为我们每个人幸福生活的美好起点。

（二）你怎么办

1.近日，民政部起草的《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在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如

果领导将这件事交由你来负责，你会如何操作？

◎审题判断——你怎么办（计划组织）——答题结构【点题-前期筹备-中期开展-事后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

《婚姻登记条例》涉及民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民意对于条例的修改至关重要，如果领导将此事

交由我来负责，我将采取以下步骤来高效、系统地推进这一任务：

第二步——前期筹备：

首先，我会深入研读《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内容，理解其修订的背景、目的、

主要变化点及潜在影响。

同时，根据工作需要，组建一个跨部门的工作小组，包括法律专家、社会学家、媒体公关人员等，

以确保意见收集的全面性和专业性。召开碰头会，做到分工明确，并设定清晰的目标，即广泛收集社会

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确保修订草案更加完善、符合社会实际。

第三步——中期开展：

第一，组织在线意见收集。一方面可以通过民政部的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官方渠道

发布征求意见稿及征求意见通知，确保信息的权威性和广泛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与主流媒体、专业媒

体及网络新媒体合作，发布新闻稿、专访、解读文章等，提高公众关注度。

第二，组织线下意见收集。在婚姻登记机构、社区服务中心、高校等场所张贴公告，设置意见箱或

咨询点，方便公众现场了解并提交意见。同时也可以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跟线下的新婚夫妇或者准新婚

夫妇进行沟通，填写问卷的同时，邀请他们谈谈对新政的看法。

第三，组织座谈会。邀请不同背景的公众代表（如老年人、残疾人、少数民族等）、专家学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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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组织等参加座谈会或研讨会，深入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第四步——事后总结：

待所有意见收集工作结束之后，我会对收集到的意见进行分类整理，区分出建设性意见、反对意见、

具体建议等。同时，对各类意见进行深入分析，提炼出主要观点、共性问题及建设性建议。最后，基于

分析结果，撰写详细的征求意见报告，包括意见概述、主要观点分析、建议汇总等内容。将征求意见报

告提交给领导审阅，并根据领导指示进行后续工作。

第五步——结尾：

《婚姻登记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修订工作开展与落实期间，我也会与项目工作小组保

持沟通，以提供充分的社会意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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