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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来

全职太太离婚获家务补偿，法院
终于关注到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权利，
家务补偿也因此有了法律意义。

但是，我对这种补偿性权利持谨
慎乐观的态度。

法官认定家务补偿的依据是《民
法典》1088 条，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
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
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
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

从字面意义上，家务补偿有法可
依。但是，我们分析一个案例，还要

透视法条之后的立法本意。
法律维护的是公平。如果夫妻

双方均有社会性收入，那么其中一方
照顾家庭付出较多时，其获得额外的
补偿是符合公平原则的，而且也容易
理解。

但是，如果一方全职照顾家庭，
家庭的运转全靠另一方的社会性收
入，那么公平的理解，照顾家庭与社
会工作应该是对等的。如此一来，
家务补偿作为额外的权利救济似乎
师出无名。本案的家务补偿就属于
这种情况，但这是否符合立法本意
呢？

家务劳动不像社会性工作，不宜
工作制度化，也就很难被量化。如果
一个人放弃工作回归家庭却很懒惰，
法律该不该对其救济？

所以说，《民法典》1088 条的立法
本意维护的是不是全职太太或全职
老公的权益，还很难说。我国也不是
判例法国家，今后也不会依此案比葫
芦画瓢。

法律维护的是公平，要避免泛道
德化的倾向。家务劳动不比社会性
劳动天然优越，要谨防矫枉过正。而
对个人来说，经济独立比额外补偿可
靠得多。

经济独立比补偿可靠得多

4月7日，山东高院消息，烟台芝罘区法院审结一起全职太太离婚获93万元家务补偿案。原告朱某起诉妻子离婚，
两人育有一儿一女，刘某辞去工作照顾子女，每月由朱某支付生活费。最终，双方自愿离婚。法院判决，原、被告共同
购买的房屋的财产性权益、登记在原告名下的轿车、原告名下银行账户内的全部存款均归原告所有；原告支付被告上
述财产的补偿款93万元。该事件引发舆论关注，网友热烈讨论93万元是财产分割还是家务补偿？4月7日下午，《山
东商报》记者从烟台芝罘区法院了解到，93万元的补偿款中，有一部分是财产的补偿，另外一部分确实是家务补偿，不
过该工作人员并未透露具体的补偿比例。

家务补偿，没那么简单

□文立

家务补偿这个词是近几年才出
现的。所谓补偿，应该是在平均状态
下额外多出的部分。离婚后，如果没
有一方有重大过错的，婚内财产应该
平均分配。在均分后额外得到的，才
应该是补偿。

全职太太的巨大牺牲，往往家庭
中的男性并不认可。抖音平台上曾
经甚火的28岁全职奶爸小强也许能
让某些男性清醒一点。2019年5月，
小强在抖音上宣布自己将当一名全
职奶爸，但他只坚持了一年多。每天
早上5点多起床准备早餐，随后是喂
奶、换尿布、哄娃，中间还要洗衣做饭
收拾卫生，365 天没有节假日，一天
工作时间超过 20个小时……这使得
小强一年下来就有了肉眼可见的颓
态，身材变形，胡子拉碴，眼神里满是
化不开的疲惫。2020 年 11 月，他宣
布离婚，原因是“柴米油盐的琐碎不
断侵蚀着生活，这么多年的感情也不
断被冲击，留下一地鸡毛。”

这只是一年多的个例全职体
验。有更多的女性从选择全职太太
开始，一辈子就是这样的生活，她们
的压力和辛劳，又有多少人能看到和
理解。希望全职太太在婚姻中能被
温柔以待，如果婚姻破裂，她们理应
得到补偿。

家务劳动者
理应获补偿

□会静

虽然不知道刘女士获得的 93 万
元的财产补偿款中“家务补偿”的份
额是多少，但山东芝罘法院在家事审
判中肯定全职太太的家务劳动价值，
传递夫妻平等互爱、共担家庭责任的
价值导向是值得肯定的。

网上流传过这么一个段子，鼓励

女人自立自强自爱，特别是要自己心
疼自己，否则一旦劳累早死或离婚，
就会有别的女人“花咱的钱，住咱的
房，睡咱的老公，还打咱的娃”。虽然
话有点糙，但在司法实践中，全职家
庭主妇的劳动不被家人和社会认可、
无法被量化，面对离婚诉讼，在财产
分割特别是争取子女抚养权方面处
于劣势，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所有才

有婆婆在抖音上叫嚣着支持儿子离
婚：钱是我儿赚的，房车是我儿买的，
娃当然也是我家的。

这也是丽江华坪女高校长张桂
梅与做全职太太的学生“翻脸”的根
本原因：在社会尚未对全职太太、对
家务劳动给予足够的尊重前，女性自
立自强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获得尊
重。

法庭一小步社会一大步

□澎湃

三星堆考古连拆“盲盒”，让公众
惊叹于中国文明是如此的绚丽。有了
流量，有了名声，也就有了烦恼。多个
与“三星堆”相关的商标被他人申请注
册，甚至连“三星堆文明使者”“三星堆
火锅”等也被申请抢注，涉及的商标国
际分类包括科学仪器、运输工具、教育
娱乐及酒类等。

“三星堆”被人抢注商标，也引发
不少的争议，有网友认为：“自己不注
册，难怪别人会惦记。”有网友认为：文
保单位要爱惜自家的大 IP。其实，包
括三星堆在内的中国文保单位的确需
要提升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但是，还
是要看到：如今抢注商标，“走别人的

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已经成为一个
灰色的产业，它与中国方兴未艾的知
识产权保护事业格格不入。

之前，“三元拉面哥”程运付刚刚
火爆网络，就有人不经其同意申请注
册了“拉面哥”“沂蒙拉面哥”等拉面哥
相关的商标。去年，藏区少年丁真大
热，就有人在不同品类的商品和服务
上注册“丁真”商标。甚至，之前戍边
烈士陈祥榕写下了“清澈的爱，只为中
国”的战斗口号，也被个别商家申请注
册成商标。今年 3 月 15 日，国家知识
产权局严正公告，明确这种抢注商标
行为是“图谋不当利益，代理机构提供
不法服务，亵渎了英烈的精神”，依法
驳回相关商标注册申请。

亵渎烈士的抢注商标行为，是非

明了，但是，对于有一定知名度，或者
刚刚处于“流量上升期”的品牌该怎么
保护，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商标法》的一般原则是“注册在
先”：谁先注册商标，法律保护谁。商
标的“先注册先得”机制本来是为鼓励
创新，标志商品、服务来源，却被一些
人滥用，这就走到了知识产权保护的
反面。恶意抢注商标者绝大多数根本
不是想真的使用商标，而是先占上坑，
倒过来要挟真正的权利人或者潜在的
用户，要求高价转让。这么一来，抢注
商标生意就形同敲诈了。

要看到，诚实信用原则是一切民
事行为的基本原则，被称为“黄金法
则”，谁家的IP大热，就去抢注，就去占
别人的赛道，有违诚信原则，更不是

“知识产权意识强”的表现，相反，这种
竞争表现为一场无意义的“内卷”，都
急着把商标注册下来，占别人的便宜，
而没有心思去维护做大品牌。像三星
堆这样的文保单位，本身人员和财力
就有限，不可能整天和抢注者折腾，也
不可能像小米那样自己先抢注一堆红
米、蓝米、黑米的防御性商标。

关键还是要在法律和政策中明确
“商标只能用来使用”的基本原则，对
于明显蹭热点、傍名人乃至违背公德
的抢注商标行为，职能部门必须依法
驳回商标注册申请，还应该予以惩
戒。另一方面，还需要激活“商标没有
正当理由连续三年不使用的可予撤
销”的法律规定，让抢注商标者的如意
算盘落空。

清除抢注商标的灰产

谁家的IP大热，就去抢注，就去占别人的赛道，这不是“知识产权意识强”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