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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经济形态的日趋多元化，夫妻

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各式各样的经济活动之中，夫妻共同债务出现的频率也越

来越高。正确处理夫妻共同债务问题不仅仅涉及家庭内部的稳定，更涉及夫

妻与家庭之外的与其他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正确处理夫妻共同债务案件

中出现的问题，实际也是在保护交易秩序与保护夫妻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

然而，我国相关法律及对应的司法解释或其他从属性规定对夫妻共同债务的

问题规定过于宽泛、笼统，关于这个问题的很多规定缺乏系统性与明确性，

导致即使在现代经济活动之中出现各式各样的新问题，司法审判却无法可

依。因此，本文将针对现代经济活动中滋生出的新问题，就如何正确认定夫

妻共同债务以及如何运用现行法律、司法解释乃至立法精神判断夫妻共同债

务问题进行论述，并通过对我国现阶段夫妻共同债务制度问题的分析，提出

现阶段我国存在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问题与缺陷，并针对这些问题与缺陷

提出自己的建议。 

本文主要由基础理论、认定标准及法律适用、对立法的建议三大部分组

成。 

第一部分，开宗明义，以夫妻共同债务的涵义为基础，通过分析我国对

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相关法律及对应的司法解释、其他从属性规定、现阶段

中国对夫妻共同债务的研究现状与立法精神，提出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标准。 

第二部分，通过分析几个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典型案例，试图通过对案

例争议焦点的分析，提出我国现阶段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存在的问题与争议，

并结合第一部分提出的夫妻共同之债之认定标准，提出案例中存在的问题与

争议焦点，并对问题与争议焦点进行分析。 

第三部分，针对第二部分案例分析中所提出的问题，提出我国现行法律

与夫妻共同债务问题的立法缺陷以及笔者对弥补立法缺陷的建议。 

 

关键词：共同债务；认定标准；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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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economic form, more and more couples join in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frequency of couple’s common debts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Properly handle the problem of the joint debt of the couple is not only 

involved in the stability of the family, but also invol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eople and third people outside the family. Correctly handle the problem 

of the joint debt of the couple, the actual is also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order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couple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However, 

China's "marriage law" and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for the 

conjugal debt are too general, lack of systematic and detailed provisions, causing 

new problems appear in every kind of modern economic activities, has no legal 

basis for judicial trial.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modern economic 

activities how to correctly identify the conjugal debt and how to use the existing 

judicial and legislative spirit of the law, judgment of conjugal debt problems,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ommon debts of husband and wife at this stage of 

China's system problems, put forward our country marital debt system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their own defects advice. 

This article mainly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the basic theory, the 

determination standard and the application of law, and the suggestion to the 

legislation 

The first part, the couple's joint debt meaning as the basi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hina's current system of conjugal debt law and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our country, the matrimonial debt present 

situation and legislative spirit, put forward to recognize standard about the 

couple's joint debt. 

The second par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ypical cases of conjugal debt, tries 

to analyze the case dispute, put forward problems and controversies of the 

common debts of husband and wife at this stage of our system, and combined 

with the first part of that standard debt on jointly analyze the problems and put 

forward the case in dispute. 

The third part, according to the second part of the case analysi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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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raised, the current law and the husband and wife jointly debt problem 

and the author of the legislative defects and make up for the legislative defects of 

the proposal. 

 

Key Word：Common Debts; Cognizance Standard; The Application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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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与文明的不断进步，婚姻关系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

中，从 初的满足家族和集体的利益，逐渐演变为以满足个人需求为主；从

初单纯的体现“身份关系”，逐渐演变为包含身份关系、财产关系。例如

恩格斯曾经指出“婚姻是一种契约，是一种法律行为，因为它决定了两个人

终生的肉体和精神的命运。”而夫妻共同债务则属于婚姻关系中的消极财产

关系。 

虽然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对于夫妻共同债务做出规定且仍不断根据时

代的发展进行修正。但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如何准确定位夫妻共同债务的涵

义、如何通过准确的认定标准甄别夫妻共同债务，以及在实践活动中如何运

用相关法律及对应的司法解释或其他从属性规定解决涉及夫妻共同债务的

案件，依旧存在许多复杂问题，也由此导致实践活动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层

出不穷。有些法官没有正确理解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立法精神，对该类案件仅

仅以债务发生的时间作为认定标准，这种做法实际是放大了共同债务的界定

范围，从而使夫妻中对外举债的一方有机会虚构债务、转移财产、逃避清偿

责任。除此之外，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处理往往又涉及到保护案外第三人

的经济利益问题。因此，定义、甄别、解决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其实是司法实

践中一个十分棘手、复杂的问题。 

本文具体分为五个部分探讨夫妻共同债务。第一部分前言，阐述选题背

景与意义，交代文章结构。第二部分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基本理论，从搭建基

本的理论框架出发，分析我国现行法律与夫妻共同债务制度有关的研究现

状，明确夫妻共同债务的定义及内涵，作为进一步讨论夫妻共同债务法律适

用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基本理论分析，结合我国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的规定

并参照立法精神，确定我国就夫妻共同债务 问题的认定标准。第三部分，

夫妻共同债务问题的法律适用，法律是一门应用型学科，通过几个典型且有

争议的夫妻共同债务案例、探讨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方法，并针对案例提出

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第四部分，我国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

立法缺陷与建议，针对第三部分提出的问题提出我国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立

法缺陷并针对缺陷提出建议。第五部分，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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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国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规定与认定标准 

第一节  夫妻共同债务之涵义 

正确处理夫妻共同债务问题，首先必须要明确夫妻共同债务的基本涵

义。我国现行的法律与司法解释中，只简单规定夫妻共同债务之清偿规则，

并未就夫妻共同债务做明确规定。清偿规则如， 高人民法院规定夫妻双方

因共同生活、因履行相关法律义务所负之债属于共同债务，离婚时，以共同

财产偿还此类债务。 

学术界中，就夫妻共同债务定性问题，不同学者也持有不同观点。 

有些学者以为：所谓“夫妻共同债务”，即发生在婚姻之中，不论是夫

妻单方或夫妻双方所行为，只要举债的目的是为维持家庭生活或共同生活，

因此引起的债务都是共同债务。①这种观点认为夫妻共同债务之涵义主要包括

两方面：一是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二是举债的原因是为经营性债务或

生活性债务。这种观点以在婚姻生活中举债的 终获益者是个人还是家庭为

标准界定是否为共同债务，目的性强。家庭关系与许多合伙关系一样，在对

外进行民事活动时更需要被视为是一个生产单位，经济学家有言：“家庭能

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所具有的重要的经济化效能。”②此外，

此类观点认为所有的共同之债均应当产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内，其对于夫妻

共同之债的产生时间的定义过于僵化。但，针对夫妻共同债务产生的时间问

题，法律已做出许多例外规定，例如法律规定，即使一方在婚前以个人名义

举债，婚后将该笔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生活，也应属于共同债务的范畴。

因此，判断是否为“共同债务”，不能简单的以“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为界一 切。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共同债务属于夫妻双方共同对外负债，负债的原因

或为维持共同的家庭生活，或为共同财产负债。对债权人而言，夫妻双方是

连带债务人，债权人不仅可以要求以共同财产清偿，也可以对夫妻中的任何

                                                        
① 马原.新婚姻法释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309. 
② 秦英鹏.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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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的个人财产提出清偿要求。①此外，对于共同债务，其他观点还有：夫妻

共同债务是指夫妻双方为履行相应法定义务、为家庭共同生活，或治疗疾病

等其他生活必需所负的债务。”②这些观点对夫妻共同债务的用途与实质做了

具体解释，肯定了因法定义务产生的支出可以认定为共同债务，但笔者并不

赞同其认为当共同财产不足偿还时，转由夫妻个人财产清偿债务的部分。 

综合上述法律、司法解释规定以及学者观点，笔者认为夫妻共同的债务

的涵义应归纳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一般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内，因家

庭生产生活之必需或履行法定之赡养、抚养义务而产生的债务。 

第二节  我国对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研究现状 

我国学术界目前对夫妻共同债务的研究主要是从实务出发，通过对现阶

段出现的争议较大的案例分析现阶段法律的不足之处，同时借鉴国外成熟的

法律规定，来探讨如何完善我国在同一领域的法律规定。例如有学者反思了

我国法律在夫妻债务的立法定位、共同债务的范围、夫妻债务清偿等方面的

不足，并提出应当在立法技术、立法定位以及立法理念上对夫妻债务问题进

行完善。③ 

在学界，虽然不同学者对我国法律关于夫妻共同债务在性质、范围、清

偿方式等方面的认识会存在差异，在分析有关夫妻共同债务的案例时，经常

存在对相同问题持有不同的意见与看法的情形。但总体而言，多数学者的研

究还是着眼于夫妻债务在实际生活中的具体现象，比如很多人关注分析因购

置共同生活用品、修建或者购置共同住房和履行相应法定之义务所负债务是

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有的人关注分析因夫妻单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负债

务、为深造或获取某种技能所负债务在何种情况下是个人债务？夫妻债务性

质是否因分居而改变等等……但所研究的这些现象下是否存在何种共性与

规律，却鲜有人探究。在关于夫妻财产制的研究里，夫妻共同之债是一项非

常重要的内容。它与国家对夫妻双方结婚前后财产的归属和管理的规定有着

                                                        
① 朱凡.我国夫妻债务制度的缺陷与完善[A].陈苇.家事法研究[C].北京:群众出版社,2008.74. 
② 巫昌祯.婚姻与继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86. 
③ 刘萍.我国夫妻债务制度立法反思[J].学术论坛,2006,(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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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联系。一个国家采取何种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直接决定着夫妻

双方财产、债务的归属和清偿方式。对于我国来说，是否应当建立完善的夫

妻共同债务制度之所以值得我们探讨，首要原因就是我国目前缺乏夫妻债务

制度的全面规定，制定这一制度是实践也是理论的需要；其次，在市场经济

不断发展的今天，夫妻债务作为体现夫妻财产流转内容的方面，法律加强对

其的调整也是对社会经济的一种推动。①总而言之，夫妻债务到底具有怎样的

特点、夫妻个人债务和共同债务究竟应当如何划分、个人债务与共同债务的

责任应如何分担，如何分别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理解夫妻共同债务，建立一

个与夫妻财产制度相匹配的夫妻债务制度体系，这些问题都有待学界进一步

研究。 

第三节  立法沿革 

一、我国《婚姻法》对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立法变迁 

自我国 1949 年建国以来，我国分别于 1950 年、1980 年和 2001 年颁布

过三部《婚姻法》。在这三部《婚姻法》之中，都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过相

应的规定。 

1950 年，法律规定，在双方解除婚姻关系时，因共同生活所负之债务，

也应以共同生活之所得清偿；如无共同生活之所得，或共同生活之所得不足

以清偿债务的，债务应当由男方偿还。任意一方单独负担之债务，由其本人

偿还。 

改革开放后，1980 年的新法规定：双方解除婚姻关系之时，因共同生活

所负之债，以共同财产偿还。不足偿还的部分，由夫妻协议清偿；夫妻就偿

还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时，交由人民法院判决。 

2001 年，出台现行《婚姻法》，基本延续了 1980 年的规定，但同时对此

类问题做了例外规定，也即当除夫妻之外的其他人知晓夫妻在婚内有关于财

产归属或债务承担方式之约定的，应当按照个人债务处理。 

由此可见，虽然上述三部法律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在责任财产、债

                                                        
① 洪鑫梅.我国夫妻债务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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