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丨婚姻法草案 夫妻债

务新规定体现与时俱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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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5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列入全国人大审议范围。提

交审议的该草案二审稿中增加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

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

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

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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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许文涛 

这一规定的出台呼应了社会上对于规范夫妻债务认定的呼声。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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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高法《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24条》规定：“债权

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

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这一规定的好处是能避免夫妻一方将财产转移给另

一方后，通过恶意离婚的方式来规避还债，从而可以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

利益，其本意是良好的，同时在现实中，也有助于增进债务主体的明晰性，

降低交易成本，增进交易效率。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人们

利益被侵害的可能性，如夫妻一方在对方不知情情况下背负巨额债务，给

对方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尤其是这可能损害女方的权益。所以立法机关

又进一步加以补救，先是以 2018 年 1 月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的形式确认

了上述修改内容，然后在已观察评估具体实施情况之后，准备正式写入民

法典。根据现实需要而灵活地调整法律，体现了立法的与时俱进原则。 

从经济角度来看，新的规定会对债权人的注意义务产生影响。根据

2003年的规定，债权人几乎不需要关心债务人的婚姻家庭状况，因为无论

如何债务都是夫妻共同债务。但在新规定之下，债权人必须弄清楚，债务

人是否是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借债，并最好是能得到夫妻双方共同的意

思表示，取得证据，这样才最稳妥。也就是说，现在人们借出债务时必须

变得更谨慎，要考察对方的家庭情况，但当然这也有促使债权人主动关心

债务安全程度的好处。 

这也符合新的经济现实，因为在 2003 年时，民众间的主要债务形式

是银行借款和民间借贷，银行放贷有其自身的内部安全规定，民间借贷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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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是熟人之间借款，规模有限，可预见性强，不至于对夫妻一方造成过

重损害。而现在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许多新的借债形式出现，可能使人们

在很短时间里积累起巨额债务，这种情况下避免夫妻一方过度借债导致对

方落入债务泥潭就变得更为迫切了，而且在此时加重对债权人的注意义务

要求，对未经夫妻另一方承认的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不予以法律

保护，可以防止债权人利用对方经验不足等劣势，通过各种手段恶意骗取

对方欠下巨额债务，对债务人家庭其他成员的正常生活构成损害。 

不过，即使在进行这一修改的情况下，也应当看到：归根结底，夫妻

共同负担债务是夫妻共同财产制度的逻辑延伸，所以双方一起承担还债义

务依然是主要情况，仅一方承担债务的情况是例外；这一例外的适用必须

非常严格，不应被滥用，否则就可能给债权人造成过大的证明成本和心理

负担，影响民间借贷活动的正常开展，损害资金的自由流动。夫妻家庭负

债是个复杂的问题，总体而言，强调双方共同负债能增进交易效率，强调

一方不受欺骗、欺负能增进公平，所以最后是一个效率和公平的权衡问题，

而这个权衡的过程也许是永恒的，需要立法者不断关注现实中的各种新变

化、新挑战及时调整。 

此外，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人们的经济自主性与独立性

在增强，现在夫妻婚前或婚后签署财产协议的现象也比较常见。在存在夫

妻财产协议的情况下，也许可以考虑以夫妻一方债务为常态，以共同债务

为例外。能否在立法中对有无财产协议的情况区别对待，以及如何界定“家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1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