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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法萱

突然被告知自己2012年就“已死亡”，户口
已注销。这莫名其妙的“被死亡”，究竟是怎么回
事呢？

苏女士原是广西南宁横州人，2009年结婚时
将户籍迁入男方户籍地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
2022年底，苏女士因搬迁，要把户籍转回横州，在
向怀集县某镇派出所提出户籍迁移申请时，却被
告知2012年她的户籍被注销了。

“离谱！我这么个大活人在这里，怎么2012
年就被注销了？”苏女士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今年8月，为尽快将户籍问题解决，苏女士把
怀集县公安局告到了鼎湖法院。

在接到这份“离奇”的诉状后，法官第一时间
联系苏女士核实事情的详细经过。

“真是古怪！2018年我还和前夫通过诉讼离
了婚，要是我的户籍早就被注销，当时怎么没发现
呢？”苏女士疑惑道。

听完苏女士的讲述，法官认为还是要向当地
公安机关核查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尽快将争议
解决。

经了解，苏女士在广西时，名下有着两个户籍
信息，其中一个与苏女士日常使用的身份证信息
一致。2009年，苏女士将户口迁移至怀集后一直
使用该身份信息。

而另一个户籍信息，姓名和照片与苏女士一
样，其他信息均与苏女士身份不一致。

2012年，怀集县公安机关在人口排查中发现
该情况，便将该错误户籍注销。

了解实情后不久，法官又收到了苏女士催问
的信息：“法官，这个案子能不能快点办好呀？我
这个月必须把户口迁回去，不然今年乡里的分红
我就赶不上了！”

“如果等调查完成、案件判决生效，苏女士就可
能会错失自己的其他权益了。”想到这里，法官便启
动“1+1+7”的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

在法官的解释下，苏女士也很快同意参与诉
前调解。通过设在怀集法院的行政争议诉前调解
工作站，鼎湖法院组织苏女士、怀集县公安局、怀
集县人民法院进行调解。

最终，在两地法院法官的悉心调解下，怀集县
公安局依法为苏女士恢复户籍并办理户籍转移手
续。苏女士遂向鼎湖法院申请撤诉，该行政争议

在不到40天的时间内就得以实质性化解。
“都说到法院打官司耗时费心，但没想到我的案件这么快

就解决了！感谢法官为我们着想！”苏女士握住法官的手，感
激地说道。

从2016年起，肇庆地区一审行政案件集中由鼎湖法院
管辖，为提高行政审判质效，2022年，肇庆法院构建“1+1+
7”行政争议诉前调解机制，形成“1”——中院统筹指导，

“1”——鼎湖法院协调联动，其他“7”个基层法院协同配合
的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大格局。2022年以来，鼎湖法院通过

“1+1+7”行政争议诉前调解机制、行政案件大讲堂、行政法
官工作室等多个平台，成功化解行政纠纷150件，在解开“法
结”的同时也解开“心结”，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
实推动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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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协议中违约金条款效力待法律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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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雯芬

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违约金条款一般是旨
在督促和促进双方如约履行义务，通过要求
违约方支付违约金的方式，为守约方提供财
产上的救济，从而减少损失。但由于离婚协
议是兼具有身份属性和财产属性的复合型协
议，在离婚协议书中能否约定违约金条款及
其效力认定和能否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规定，仍存有一定的
争议，主要聚焦在离婚协议违约金条款的效
力认定和法律适用、违约金调整规则与事前
弃权约定的效力、违约金规则在民事调解书
中适用等方面。

离婚协议中的违约金条款效力认
定及法律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四
条第二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
关系的协议，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
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
编规定。”该条规定将身份协议与一般性的合
同加以区分。如果离婚协议书中约定了违约
金条款，其效力如何以及离婚协议中身份性、
财产性内容如何区分法律适用，目前未有明
确规定。

根据离婚协议违约金条款可分为财产性
内容和身份性内容两类。实践中常见的与财
产性内容有关的违约金条款主要涉及逾期支
付金钱债权财产补偿款、逾期偿还按揭贷款、
公司股权、房屋和车辆等变更登记过户事宜、
夫妻共同财产赠与子女或双方的房屋上设定
居住权等方面；身份性内容相关的违约金条
款主要涉及关于抚养费支付、探望权协助履
行、精神抚慰金或离婚损害赔偿金的支付、协
助变更未成年子女姓氏等方面。

婚姻关系是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而附随
着法定的财产关系，因此，离婚协议中财产分
割部分的协议内容不仅受民法典“婚姻家庭
编”的调整，在没有身份性法律规定的相关情
况下，也应将“合同编”的原则和相关规定作
为适用法律的依据，予以参照适用。离婚协
议中财产分割相关的给付义务人身属性不
强，该类给付以财产变动为核心，离婚协议生
效后，其财产给付内容转化为债权债务关
系。在民事领域，法无禁止即自由，在不违背
民法典基本精神和原则的情况下，应当允许

离婚协议中约定违约金对不守信用一方形成
一种制约和惩罚，以填补守约方因此遭受的
损失。因此，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相关的违
约金条款原则上有效，目前的司法实践也是
一般倾向于支持，即离婚协议系双方真实意
思表示，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违约方应当
依照约定给付违约金。

针对身份性内容所约定的违约金条款是
否有效的问题，目前存在较大的争议。支持
违约金条款有效的观点认为违约金条款系当
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为了更好地保护守约
方的利益，违约方应当支付违约金。另一种
观点认为：基于身份关系产生的义务，不宜适
用违约金规则，例如抚养费的给付是基于父
母的法定义务，并非基于父母双方的协议，一
方主张的违约金及其他费用于法无据。探望
权的设立是基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所享
有的亲权，不宜适用违约金予以约束等，在实
践中这类裁判观点也比较常见。

离婚协议中财产性的内容由于不具有较
强的人身性，本质上仍属于财产性质给付不
能时的金钱补偿，司法实践中多数观点认为
此种违约金条款可以允许。而与人格利益、
身份利益息息相关的内容，对该类内容适用
违约金予以约束仍存在较大的争议。所以，
当事人或律师在起草离婚协议中涉及人身相
关的违约金条款时，需持谨慎的态度，有针对
性地予以约定为宜。

违约金金额调整规则与事前弃权
约定的效力

离婚协议违约金条款效力认定上存一定
争议，但违约金条款有效的情况下，违约金过
高本身一般不宜成为主张其无效的事由。对
于违约金过高的，当事人一般可根据民法典
第五百八十五条规定进行相应的调整。虽然
当事人在离婚协议中所约定的内容系自愿承
诺承担违约责任，应具有法律效力并受约束，
但离婚协议书中所约定的违约金也不宜过高
或过低，否则有可能会被判令予以调整。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及相关司法解释
规定了违约金金额的调整规则：约定的违约
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时，应当以当事人实
际损失为基础进行判断，同时兼顾合同的履
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
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
以衡量，并作出裁决。若当事人约定的违约

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
认定为“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
失”。依据该规定，违约金的给付金额通常是
在当事人约定数额的基础上，以实际损失为
基础来综合判定。

但在实务中，权利人的损失通常难以证
明，特别是离婚协议书中所约定的违约金往
往兼具惩罚性与赔偿性，甚至惩罚性可能更
为突出，该部分内容所保护的利益有时并非
仅为财产利益，更多的是非财产利益的考虑，
故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并不
太好具体量化。基于这种差异性，对于离婚
协议所约定的违约金一般结合违约所针对的
具体内容情况综合判定，所以实务中有裁判
观点认为当事人在离婚协议中所约定的内容
系自愿承诺承担违约责任，具有法律效力，不
具有酌减调整的适用前提，故违约金数额无
需调整，但也有实务观点中认为关于离婚补
偿款的违约金条款有效，但约定过高需进行
相应调整。因此在认定“违约金过高”并调整
时，其有时通过确认的损失范围，结合综合因
素（如当事人的经济水平、约定违约金时的风
险预知、损失范围等），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
进行判断，进行认定和调整。

关于违约金和利息能否同时适用的问
题，实践中如果当事人在诉讼中一并主张违
约金和利息的，原则上可以获得支持。不过，
如果当事人主张的违约金和利息的总额过分
高于损失的，仍会以损失为基础，兼顾前述的
各方面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
原则予以衡量。

离婚协议中能否对违约金调整请求权进
行事前弃权约定？如前所述，违约金的金额
不宜过高或过低，故在离婚协议中约定放弃
调整违约金金额的行为，属于事前弃权行
为。对于该行为是否发生效力，目前的司法
实践和理论研究尚未有统一的结论，主要有
两种观点。一是无效说，认为民法典第五百
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系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当事人事先约定放弃调整违约金权利，因违
反法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属无效。若允
许通过意思自治事先排除违约金调整规则的
适用，不利于平衡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
违公平原则。二是有效说，认为根据民法典
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二款，当事人可以自行决
定预先放弃调整违约金。同时，预先放弃调
整违约金条款系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
物，在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况下，不应否

定该约定的效力。此外，违约金金额系当事
人基于商业利益角度的决定，当事人应自行
承担相应风险，法律不应干涉。

故当事人或律师在起草离婚协议中的违
约金条款时，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诉争，应综合
考虑离婚协议所涉及的内容，以及因为一方
违约可能对另一方造成损失的范围和内容确
定，尽可能将违约金金额约定得相对适度，并
慎重考虑约定事前弃权内容。

民事调解书是否受违约金规则的
限制与约束

关于离婚纠纷案件的民事调解书如约定
了违约金，该约定是否受到违约金规则的限
制与约束问题，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
属于生效法律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不同
于当事人自行签订的离婚协议书。实践中持
肯定观点者认为：民事调解书关于违约金的
约定虽为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所形成，但同
样受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约束，约定的不能
过低或过高。也有的认为民事调解书中约定
的违约金如果过高、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属
于调解内容违法，属于权利人可以申请再审，
主张对违约金予以调整。持否定观点者认
为：民事调解书如果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即使
违约金过高或过低，均系违约方不主动履行
法律义务所造成，理所应当接受法律的惩罚。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可以申请法院
予以强制执行的前提是民事调解书需有合法
的执行对象及具体的执行内容。当民事调解
书对此约定不是特别明确或双方当事人对违
约责任的确定存在争议时，法院一般基于不
宜在执行程序中认定违约责任，而需要守约
方另行起诉主张违约责任。因此，在司法实
践中，为减轻诉累、避免纷争，当事人仍需谨
慎考虑民事调解书中对于违约金内容的约
定，尽量避免引发新的争议。

另外，实践中也经常会遇到能否同时要求
被执行人除给付调解书中约定的逾期付款违
约金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支付双倍迟延履行利息，笔者认为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迟延履行利息是
法定的义务，该条款中的处罚措施不以当事人
是否有约定、法律文书是否有记载而选择使
用。故原则上，申请人可以在要求被执行人给
付违约金的同时支付双倍迟延履行利息。
（作者系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 新华社记者 张海磊

在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劳动镇福乐社
区的一片梨园里，梨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
对已采摘完的梨园进行管护，园里一派繁
忙景象。然而，几个月前，由这片梨园引发
的矛盾曾是福乐社区党委书记谭红梅的

“烦心事”。
2022年底，福乐社区一处44余亩的土

地即将承包期满。原承包业主在这片土地
上种植了梨树，但在还没清株的情况下，新
业主进入，并与原业主产生矛盾。

事情反馈上去后，镇、社区组织调解三
次，没有解决。原业主到法庭起诉，新业主
败诉。“虽然没有上诉，但新业主依旧以阻挡
原业主经营来表达不满，矛盾并没有解决。”
劳动镇“小镇法官”张磊说，社区找到他们希
望帮助化解矛盾。

张磊多次到福乐社区实地走访，并对

败诉方进行判后释疑。最终，事情得到圆
满解决。今年3月份，当地还顺利举办了
梨花节。

这是张磊作为“小镇法官”到劳动镇后
参与化解的矛盾纠纷之一。乐至县是四川
传统农业大县。近年来，乐至县人民法院选
派24名员额法官在14个未设法庭的乡镇
担任“小镇法官”，成立工作室，把司法服务
送到群众“家门口”。

乐至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廖中朗
认为，“小镇法官”的形式有效地解决了基层
社会治理中乡村振兴法治团队紧缺、基层司
法服务人手短缺、机关年轻法官基层经验欠
缺三大难题。

“小镇法官”除了对群众的司法需求开
展宣传和提供专业服务外，还建立与行政职
能部门常态化联络机制，定期收集掌握和分
析研判综治矛盾纠纷信息，提前预防辖区矛
盾纠纷。

去年，劳动镇旧居村一村民因土地流转
费与村“两委”产生矛盾，准备起诉。张磊参
与调解后了解到，因为村“两委”专业知识欠
缺，分配方案确实存在一定瑕疵。在他的多
次调解下，村民撤诉，合理诉求得到满足。
但在日常接访工作中，张磊发现，针对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关问题咨询较
多。于是，他以工作室的名义给劳动镇发出
一份工作建议书，建议加强对村社干部进行
相关工作的培训，并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及相关政策的宣传。

“有时候老百姓因为面子上过不去走到
了打官司这一步，虽然胜诉了但后续执行起来
难。如果提前介入，调解得好反而让当事双方
都心服口服，更好地解决问题。”张磊说道。

其实，“小镇法官”是资阳市探索的“1+
4+N”的“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的一个缩
影。其中，“1”是市县乡三级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协调中心；“4”是聚焦婚恋家庭、物业、

交通、医疗四个纠纷易发多发领域，建立4
个二级站点；“N”则是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分
级分类建立的矛盾调解组织和阵地。除“小
镇法官”的探索外，资阳市安岳县还建立了
柠檬产业纠纷专业性调解组织、川渝边际联
合调委会等。

在资阳市雁江区宝莲街道拱城社区，一
个群众问题四色管理台账引人注意。拱城
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周亚东介绍，红色表示当
日解决的紧急问题；橙色是需要一周办结的
问题；黄色属于两周办结的难点问题；蓝色
属于长期问题，要按月反馈进展。这种方式
可以对辖区内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动态了
解、长期关注、定时反馈，形成闭环。

据悉，目前资阳市绝大多数矛盾纠纷化
解在乡镇、村社一线。资阳市委政法委机关
党总支书记王伟介绍，下一步将在推进诉源
治理，完善协调联动化解机制建设等方面持
续发力，让群众“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耿兴敏

日前，一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
仲裁案在顺义区公开庭审。这是北京
13个涉农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成立
以来首次公开庭审的案件。农业农村部
政策与改革司、市三中院、顺义区法院、
怀柔区法院、部分省市县农业农村局及
经管站共计120余人参加观摩。

庭审现场，经过申请与答辩、举证质
证、事实调查等各个环节，双方当事人围
绕争议焦点展开激烈辩论。“此前，本市关
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仲裁案件往
往采取不公开审理。”市农业农村局农村
土地承包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刘瑶说，下
一步，还将加快推进仲裁信息化建设，进
一步规范程序，提高仲裁的公信力。

在庭后召开的点评及交流会上，大
家纷纷表示，经过本次庭审观摩，对如
何进行纠纷调解、仲裁有了实质性了
解，并对未来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如何服
务乡村振兴提出了建议。农业农村部领
导充分肯定本次公开庭审达到了预期效
果——提升了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员庭审
能力，规范了仲裁庭审工作开展，取得了
圆满成功。

北京市高度重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纠纷仲裁工作，全市13个涉农区均已成
立由主管区长担任主任的区土地承包仲
裁委员会，镇村普遍成立了土地承包调
解委员会和调解小组，形成了“乡村调
解、区级仲裁、市级指导、司法保障”的纠
纷调处体系。

在市级有关部门积极推动下，各区逐
步将土地承包仲裁工作纳入重要工作议
程，积极创新仲裁调解有效路径，涌现出
一批典型做法。如顺义、门头沟、延庆等
区通过社会公开招聘仲裁员，打造专业仲
裁队伍，提高仲裁公信力；海淀、通州、房
山等区仲裁委与区法院建立了纠纷裁决
对接工作机制，共同分析研判土地纠纷疑
难案件，促进调解仲裁与司法审判的信息
共享和案件办理协作；丰台区与门头沟
区、密云区与平谷区签订《仲裁跨区域建
设合作框架协议》，实现人员共享、庭审共
享、信息共享，提高仲裁质量和效率。

据了解，北京全市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纠纷调处率逐年上升，纠纷发生数量
逐年下降。2022年全市共发生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纠纷 502 件，比去年减少
393件，纠纷率下降43.9%。已调处解
决500件，调处率为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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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

9月14日，江苏省兴化市
检察院未成年人法治宣讲团的
工作人员走进兴化市文峰小
学，通过讲故事的方式给学生
讲解网络安全知识。

9月 11日至 9月 17日是
2023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宣传周期间，各地开展形
式多样的网络安全知识宣传活
动，提高人们的网络安全意识，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

新华社发（周社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