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婚协议书里的内容有法律效力吗(精
选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
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离婚协议书里的内容有法律效力吗篇一

乙方：______

甲、乙双方于__年__月__日在______民政局登记结婚，现
因____________________，双方感情却已破裂，无法继续共
同生活且没有和好可能，故双方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
经双方充分协商后，就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问题自愿达成协
议如下：

一、位于______________的房产是甲方婚前购买，离婚后归
甲方所有，房产内全部家电、家私也归甲方所有。乙方自离
婚登记之日起一周内搬出。

二、甲、乙双方的婚生子女______归甲方抚养，乙方每月
给______生活、教育费500元，直至______18周岁。

三、甲、乙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有银行存
款________，______公司股票，离婚后全部归乙方所有。

四、甲、乙双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有________元人民币的
欠款，离婚后该债务全部由乙方负责清偿。

本《离婚协议书》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婚姻登记机关各
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婚姻登记机关颁发《离婚证》



之日起生效。

乙方：______

________年____月___日

离婚协议书里的内容有法律效力吗篇二

离婚协议书在双方签订并得到法律认可之后是具有法律效力
的。产生法律效力之后,该协议书不得随意更改,并且必须执
行。

一、《合同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协议
不适用《合同法》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类协议是有关身份关系
的协议。

有的当事人离婚过程是痛苦和漫长的,在反复拉剧式的讨价还
价过程中,可以产生二份甚至若干份离婚协议,当事人最终会
依据最后一份离婚协议办理离婚登记手续。首先应该强调,在
民政局备案的那份离婚协议应具有最强的效力,除非当事人在
之后的时间另有约定。既然已办理离婚登记,在民政局登记之
前所产生的离婚协议书自然也具备了生效条件。

若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书中涉及到的约定,以民政局备案的
协议书中的约定为准;若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约定没有涉及
到而之前的离婚协议书有详细的可操作的具体描述,应该说该
约定为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若民政局离婚登记中的离婚协议没有涉及,而之前的几份离婚
协议中的约定有矛盾的,以最后一份离婚协议书中的约定为准。

二、离婚协议书是集人身关系、财产关系、抚养关系为一体
的综合书面约定。



对于人身关系的约定,即是否同意离婚的.约定,是不能用书面
契约来约束的,即法律不会干涉当事人之间是否同意离婚的意
思表示反复更改,但一旦当事人进行了要式登记,即办理了相
关的离婚登记,法律就对离婚的事实予以确认。但如果仅仅是
双方书面约定好一起办理离婚手续,但一方反悔,法律上也不
会赋予另一方强制执行权,也不会授予法院有强制认可权。

三、离婚协议书中涉及的财产关系、以及子女抚养意见等与
人身关系的意思表示是紧密相连互为一体的,既然离婚没有成
就,财产、子女的约定自然也没有生效。

当事人对离婚协议中的意思表示是针对当时特定的环境背景、
特定的心理状态作出的。当然,虽然离婚协议没有生效,但一
旦签订有过离婚协议,其协议内容往往会成会法院判决的重要
的参考。因此,不能说离婚协议没有作用。

四、如果离婚协议中存在欺诈或胁迫的情节,离婚协议书会无
效。

即使离婚了,财产也分割了,但是只要在1年之内,一方就有权
利提出要求重新分割。同时也有部分人士认为存在显失公平
亦可重新确认。但是对已离婚协议中没有涉及的债权债务可
重新确认。

一、什么是离婚协议书?

所谓离婚协议书，是指即将解除婚姻关系的夫妻双方所签署
的、关于财产分割、子女监护与探视、配偶扶养及子女抚养
等相关问题的书面协议。

离婚协议书必须以书面形式呈现，而不能口头约定。而且，
夫妻双方当事人要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并经法院或者民政
部门婚姻登记机关的认可，方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



二、离婚协议书有效吗?

离婚协议书是婚姻登记机关受理离婚登记的条件之一。未达
成离婚协议，民政部门婚姻登记部门对于当事人提出的离婚
申请是不予受理的。离婚协议书是否就是有效的呢?一般情况
下，要使夫妻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有法律效力，应具备的
条件有：

1、 离婚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无欺诈也无胁迫;

2、 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及子女抚养等问题有适当且明确的
约定;

3、 离婚协议中的内容不得损害第三人的利益;

4、 离婚协议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以及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三、离婚协议书该怎么写?

离婚协议书该怎么写呢?根据《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之规
定，当事人办理离婚登记手续时应当持有离婚协议书，协议
书中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
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

因此，基本的离婚协议书至少应包括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
示、子女抚养、财产处理以及债务处理四项。具体来说，按
照一般的司法实践，离婚协议书应包含以下内容：

1、登记离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的表示;

3、共同财产的分割(要在协议书后面附清单);

4、共同债权、债务的享有和清偿责任;

5、住房问题的解决方案;



6、对生活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的方法、期限;

7、不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探望权实行的方式及另一方协助
的义务;

8、其他需要在协议中明确的事项;

9、双方当事人的签名;

10、离婚协议书签订的时间。

离婚协议书里的内容有法律效力吗篇三

1、离婚协议的效力不应等同与一般民事上的合同、协议，它
具有特殊性。

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
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
协议。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
规定。

”显然，婚姻关系包括涉及婚姻的身份关系和财产关系的处
理应适用《婚姻法》、《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而不应适
用合同法的有关精神。

上述两种观点他们都是基于同一个理论基础，即用合同法的
有关原则精神来处理婚姻关系纠纷。

2、离婚协议应属于不生效的协议或效力待定的协议，当条件
成就时协议即生效，反之即不生效。

为协议离婚而签订离婚协议应是一种附条件、附期限的民事



法律行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这种民事法律行为只有在
符合所符条件时才能生效。

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所附条件就是要协议离婚，所附期限是
双方到婚姻登记机关领取离婚证。

当这两种情况符合时双方所签订的离婚协议才生效。

当然，夫妻双方签订离婚协议时不会象一般当事人在签订合
同、协议时对所附条件、所附期限表达得那样明确，但不管
其表述如何，离婚协议应体现这一精神。

所以当引起离婚诉讼时，离婚协议所附条件、所附期限显然
没有成就，故不应发生法律效力。

3、离婚协议是在特定的条件下产生的，当事人在主观上、客
观上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应当具备三个条件，即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
或社会公共利益。

同时要求不能有存在无效的或可变更、撤销的情形。

作为协议，首先要求应是平等主体之间所签，其次一定要体
现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第三，协议内容应当公平。

离婚协议往往是在特定的条件、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有的
是在诱骗、胁迫下签订的;有的是为了避免矛盾，一气之下签
订的;有的是为了达到其他非法目的如逃避债务等而签订的;
甚至有的准备假离婚……在这样的情况下签订的离婚协议明
显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

由于以上种种可能的存在情势变迁的情况就特别容易出现，



如一方一气之下在离婚协议上签上了名字，后慢慢消气了，
若干年后引起诉讼，这样的离婚协议能作为法院审案的依据
吗?显然不能。

但在实践中要正确判断离婚协议的签订是否体现了双方的真
实意思表示，并非易事，因为协议的当事人是夫妻，相比一
般协议的当事人而言，他们签订协议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不
慎重，即使不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事后也很难有证据证明
协议是违背双方或一方真实意思所签，所以简单认定双方签
字的离婚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是不慎重、不严肃的。

另一方面从签约当事人来看，表面上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约定，
而实际上往往并不是完全平等主体之间的协议，在每个家庭
中夫妻地位完全平等的很少，所以很容易出现显失公平的协
议条款。

《婚姻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

其立法意图一是为了尽可能维护家庭的团结。

二是为了防当事人感情用事，草率从事。

显然立法机构也清楚意识到夫妻之间矛盾纠纷处理的特殊性。

4、从对离婚协议签订后未履行引起纠纷的处理来看，也能进
一步说明其效力问题的存在与否。

离婚协议签订后未能履行引起诉讼，作为法院受理的仍然是
婚姻案件，而不是一般的合同纠纷，否则，一方在起诉时仅
要求对方履行协议即可，而不必作为繁琐的婚姻案件来对待
了。

可见，双方签订离婚协议后未能到婚姻登记机关领取离婚证，
而引起诉讼，说明双方未履行所签的离婚协议，对此应视为



双方已经反悔。

同时也说明已不能实现协议目的，可以解除该协议。

离婚协议书里的内容有法律效力吗篇四

离婚协议书是夫妻双方对是否离婚、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
问题达成一致所签订的协议书。

一、离婚协议是什么?

离婚协议，是指婚姻双方均表示同意离婚，以及离婚后财产
债务如何处理、子女归谁抚养等相关问题达成的共同意思表
示协议书。

所以，离婚协议的内容一般包括离婚、子女抚养和财产处理
等三项内容，其中关于离婚和子女抚养的内容属于夫妻人身
关系的性质，而财产处理则属于夫妻财产关系的性质，因此，
离婚协议的性质应是一种混合合同。

这与离婚诉讼是一种复合之诉的道理是一样的。

二、离婚协议中涉及夫妻人身关系条款是无效的。

首先，我国法律对婚姻关系的解除采登记要件主义和诉讼要
件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即当事人既可以选择登记离婚，也可
以选择诉讼离婚，两者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未经登记或诉讼离婚，夫妻双方的婚姻关系就不能解除。

其次，当事人关于离婚的意思表示可能随着时间、环境、对
方言行、自我认识等各种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因此，一方当事人在签订离婚协议后又反悔不同意离婚，是
很正常的，婚姻当事人在离婚协议书中关于“同意离婚”的
意思表示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而只能作为一种证据，证明夫
妻感情曾经出现过重大裂痕。

三、离婚协议中涉及财产关系的条款是附生效条件的协议，
在双方同意离婚或者判决离婚的条件下应当认定其效力。

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的前提是，即如果离婚，应当按双方约
定分割财产。

财产分割协议的成就条件即离婚。

但离婚财产分割协议所附生效条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附
生效条件，因为其成就需要离婚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任何一
方均可决定其是否成就，可以单方面使财产分割协议不产生
约束力且不会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除非有可变更或可撤销的情形，否则，人民法院在判决离婚
的情况下，应当将协议作为分割夫妻财产的重要证据，即法
院要按照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约定作出判决。

第1款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
离婚就财产分割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效力。

”虽然这里是指协议离婚中的“离婚协议”，且离婚的事实
已经得到婚姻登记机关的确认，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
条款才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

但我们仍可从中看到最高司法机关对离婚协议中涉及财产关
系条款的效力的有条件的确认，即离婚协议中涉及财产分割
的条款具有了民事合同的性质。



对于要结婚的男女双方来说，签订一份合法、有效的婚前协
议书是非常有必要的。

男女双方就财产分割、个人财产界定等方面的问题提前作出
合理的约定，一旦日后离婚时产生分歧，就按照婚前协议书
上所约定的进行处理。

但是很多夫妻对于婚前协议书都不怎么了解。

究竟什么是婚前协议书，婚前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下面
由余婧律师团队为您介绍。

一、什么是婚前协议书?

婚前协议书，是指将要结婚的男女双方为结婚而签订的、于
婚后生效的具有法定约束力的`书面协议。

主要目的是对双方各自的财产和债务范围以及权利归属等问
题实现作出约定，以免将来离婚或一方死亡时产生争议。

更多法律知识请搜索：余婧婚姻家庭律师网

在西方，将要结婚的男女双方在婚前签订关于财产、离婚后
子女抚养权等问题的婚前协议书是非常普遍的。

由于我国的传统观念，签订婚前协议在我国并不流行。

很多恋人在结婚前根本不会想到签订结婚协议书，在人们的
传统观念里，认为签订婚前协议太伤感情，并不是一件浪漫
的事。

但是，目前全社会离婚率呈上升态势，夫妻离婚时，产生争
议最多的往往就是关于财产分割方面的问题。

“准夫妻”在向往美好婚姻生活的同时也应该对婚姻危机有



一个前瞻性的认识，因为谁也不能确定未来到底如何发展。

而一份未雨绸缪的婚前协议，不仅能避免夫妻双方在将来离
婚时产生争议，也能在争议发生时公平、合理地处理问题，
同时还可以简化离婚程序和节省各方人力、物力和财力。

二、婚前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至于婚前协议书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关键要看婚前协议书是
约定什么的。

婚前协议书的内容必须在不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前提下，
才具有法律效力。

男女双方约定的事项必须是合法的，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
没有任何的欺诈或胁迫。

关于财产方面的协议，我国相关法律也有明确规定。

比如《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
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

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至于婚前协议书是否需要公证，法律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

是否公证，应该由你们当事人自己决定。

当然，经过公证的婚前协议书法律效力会强些，但也不绝对。

通常经过公证的婚前协议书，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推翻，法
院是会优先采用的。



离婚协议书里的内容有法律效力吗篇五

一般情况下，要使夫妻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有法律效力，
应具备的条件有：

1、离婚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无欺诈也无胁迫;

2、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及子女抚养等问题有适当且明确的约
定;

3、离婚协议中的内容不得损害第三人的利益;

4、离婚协议不得违背公序良俗以及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协议离婚，签订离婚协议书，除双方都同意离婚外，还必须
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进行登记或者由人民法院以民事调解书
的形式赋予其效力，否则即使双方当事人有离婚的意思，也
不会发生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后果。

【二、婚内离婚协议的效力如何】

所谓婚内离婚协议，是指男女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
解除婚姻关系为基本目的，并就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达成的
协议。目前，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此类协议的效力未有明
确规定，司法实务中，对此类协议的效力认定亦颇多争议。

婚内离婚协议是以双方协议离婚为前提，一方或者双方为了
达到离婚的目的，可能在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方面作出有
条件的让步。

在双方未能在婚姻登记机关协议离婚的情况下，该协议没有
生效，对双方当事人均不产生法律约束力，其中关于子女抚
养、财产分割的约定，不能当然作为人民法院处理离婚案件
的直接依据。



【婚内离婚协议有如下特征：】

1、协议内容的复合性。

婚内离婚协议的内容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其内容涉及
夫妻身份关系的解除、有关财产的分割、子女由谁直接抚养
及抚养费的承担、探视权的约定等等，既包括人身关系，也
包括财产关系。

2、生效条件的特别性

一般情况下，民事合同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应
当具备的条件，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即可生效，对双方当事人
产生法律拘束力。离婚协议可归属于民事合同，但其生效条
件却有特别之处。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必
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第三十二条规定，男女一方要
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
婚诉讼。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解除婚姻关系有两种方式，即协议离婚
和诉讼离婚，而在诉讼离婚中，又包括调解离婚和判决离婚
两种具体形式。

因此，在夫妻双方同意离婚的情形下，除了男女双方具有离
婚的合意之外，还必须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进行登记或者由
人民法院以民事调解书的形式赋予其效力，否则即使当事人
具有离婚的合意，也不发生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后果。

3、婚姻关系解除效力的前置性。

婚内离婚协议的内容虽然具有复合性，涉及人身关系、财产
关系等多方面的.内容，但解除婚姻关系却是协议的基础目的，



其他内容具有附随性，基础目的有无达致影响着附随内容的
效力，在婚姻关系未解除的情况下，附随内容不生效力。

在夫妻关系存续的情形下，夫妻之间共有财产的协议是不生
效力的。就子女抚养而言，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从法律角
度而言，夫妻是同居一起的，因此，无须解决子女由谁直接
抚养;所支付的抚养费亦为夫妻共有财产，而夫妻共有财产是
是无法划分各人的份额或哪个部分属于哪个共有人所有，故
也无法明确是哪一个人支付的抚养费。

所以，离婚协议中解除婚姻关系部分未生效之前，分割财产
和子女抚养部分也是不生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