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方借婚姻索取财物，离婚时应将彩礼返还

——张某诉刘某离婚纠纷案

裁判要旨

借婚姻索取财物是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明确禁止的

行为。当婚姻一方存在此类行为时，法官应当查明当事人的

真实意思，结合具体案情及当地的风俗习惯等因素，对收受

彩礼的行为是否属于借婚姻索取财物作出准确评价，以确定

应当返还彩礼的具体数额。

基本案情

原告张某向平阴县人民法院起诉称：张某因性格内向不

善交谈，年过三十仍未找到合适的对象。2020年10月份，在

家人的强烈要求下，张某经人介绍与刘某相识。在刘某家人

的催促下，二人于同月14日举行订婚仪式，23日登记结婚，

次月5日举行结婚仪式。刘某在婚前婚后均拒绝告知张某其

过往婚史，结婚至今一直不与张某同房。而且刘某在婚后不

断向张某索要钱物，并且多次借故挑起事端，甚至报警。在

二人举办结婚仪式后，刘某在张某处居住的时间不超过一个

月，其他时间都在娘家生活。2021年3月21日，刘某再次向

张某要钱并致双方争吵，后搬回娘家居住至今，不再与张某

联系。综上，双方结婚时间较短，仅有夫妻之名，但无其实，

刘某的行为属于借婚姻索取财物的不法行为。诉讼请求：1.

依法判决准予张某与刘某离婚；2.依法责令刘某返还彩礼

86000元。

被告刘某辩称：双方的感情基础牢固，不同意离婚。彩



礼问题与本案无关，张某应当另案主张。

平阴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张某（198x年xx月xx日出

生）与刘某（199x年xx月xx日出生）于2020年10月份经人介

绍相识，同月14日订婚、23日登记结婚、次月5日举行婚礼。

二人婚后未生育子女。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另查明，在本案之前，刘某还曾涉

及以下两起离婚纠纷：

1.2016年3月15日，未婚刘某与他人生育一女。2016年6

月，刘某与小刚（化名，198x年xx月xx日出生）相识，二人

于同年8月3日登记结婚，刘某于次年5月15日起诉离婚，法

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刘某于2018年1月30日再次起诉离婚。

诉讼中，小刚辩称刘某以结婚为由，骗取彩礼8万元，刘某

母亲一直与刘某在一张床上休息，婚后二人无夫妻之实。后

平阴县法院于2018年4月3日判决准予二人离婚，未支持小刚

要求刘某返还彩礼的主张。

2.2019年4月30日，刘某与小强（化名，199x年xx月xx

日出生）登记结婚，小强主张与刘某认识仅短短几天便结婚，

婚后刘某在其家中居住不满一个月，便因拒绝履行夫妻义务

发生矛盾，故二人婚后没有夫妻生活，刘某的父母也与其一

同在小强处居住。小强认为其二人的婚姻关系已无法维系，

故提起离婚诉讼，并要求刘某退还彩礼18万元及2万元金饰

品，法院经审理后判决不准二人离婚。2020年8月7日，小强

再次起诉离婚，主张刘某存在骗婚嫌疑，并要求其返还彩礼。

刘某辩称不同意离婚，双方感情深厚，彩礼不应返还。后二

人经法院调解离婚，刘某未返还彩礼。

裁判结果



济南市平阴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准予原告张某与被告

刘某离婚，驳回张某关于彩礼返还的诉讼请求。

张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改判刘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返还张某彩礼款86000元。

案例解读

借婚姻索取财物，是指除买卖婚姻以外的其他借婚姻索

取财物的行为。这种行为是封建社会聘娶婚和婚姻金钱化、

商品化意识在当前社会生活中的反映，不仅妨碍了婚姻自由，

亦不利于建立和谐融洽的婚姻家庭关系，并因此衍生出一系

列的社会问题。为打击这种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禁

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上述法律规定延续了先前婚姻法的规定，

在倡导正确的婚恋观和维护男女双方合法权益方便发挥了

重要作用。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涉及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案件中往

往暴露出如下问题：

1.“天价彩礼”问题。随着我国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

升，婚约聘礼的价值也越来越重，部分地区甚至需要男方“婚

前五六年积蓄、婚后三四年还债”来为结婚支付彩礼。同时

又随着近几年小视频和社交网络的快速发展，“天价彩礼”

在博人眼球的同时，也逐渐转化为社会大众的价值认同，并

最终变成男方家庭身上一道沉重的“枷锁”。对此，民间甚

至出现了诸如“脱贫不易，小康更难；喜结良缘，毁于一旦”

的顺口溜。

2.借结婚骗取财物问题。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由于受到“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封建传统观念以及计

划生育政策的双重影响，农村地区新生儿的性别比例结构开

始呈现出失衡的趋势，并逐渐体现在适婚男女青年这一群体

中，适龄青年“男多女少”的问题愈发严重。再加之“天价

彩礼”之风愈演愈烈，有些人便试图利用农村大龄男青年不

好找对象、着急结婚的心理，以结婚的形式骗取高额彩礼。

为确保其不法企图顺利实现，该方往往在登记结婚一年以后

再起诉离婚，或通过制造家庭矛盾等方式迫使对方起诉离婚，

甚或抓住对方想要“尽快解脱”的心理，以对方放弃主张彩

礼作为同意离婚的前提条件而达成调解，从而规避法律关于

彩礼返还的规定。

以上两种问题在当前社会中越来越常见，如不有效制止，

不仅不利于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念和维护家庭关系的稳定，更

会助长借婚姻获利的不法行为的发生。

具体到本案，综合分析二审法院查明的两起离婚纠纷及

本案案情可知，刘某在短短四年多的时间内就已涉及三起离

婚纠纷。三起纠纷中的男方均表示，刘某借结婚收取了较高

数额的彩礼，婚后双方只有夫妻之名、没有夫妻之实，刘某

在双方发生矛盾后就回娘家居住，不与男方共同生活。而在

前两段婚姻关系解除后，刘某均未返还彩礼。同时就本案而

言，在张某和刘某结婚后，因刘某之母阻止，其二人并没有

夫妻之实，且婚后不久，刘某就因索要财物等问题与张某产

生矛盾，并回娘家居住。这表明刘某没有继续与男方共同生

活的意愿，其虽不同意离婚，但并没有为化解夫妻矛盾、修

复夫妻感情而付出努力。据此，在综合分析考虑本案及相关

案件案情后足以认定，刘某有通过订立婚姻而索取财物的嫌



疑，故判令刘某返还全部彩礼，以弘扬“和谐、诚信、友善”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教育当事人树立正确的婚恋

观和金钱观，从而起到家庭教育和法治宣传的双重效果。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第一款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

姻索取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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