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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何以为典

时，债务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另一方“被负债”。有的时候是夫

妻一方为逃债，先把财产转移到另

一方手中，再“假离婚”，让共同

债务成为已无财产一方的个人债务，

使得债权人很难追讨。后来 2017 年

2 月最高法公布修正的《补充规定》

中，提到“对于虚假债务、一方因

赌博、吸毒等引发的不法债务，第

三人主张权利的，不得判定为夫妻

共同债务。”但这没有从根本上解

决争议。

民法典则解决了这个问题。“‘共

债共签’条款，看起来似乎是对债

权人一方不利，因为要举证债务人

是将钱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经营，

对债权人而言往往比较困难；另外，

还有债务人在借款时对借款目的撒

谎的情况。实则不然。在这样的规

定下，债权人就可以要求债务人在

借款时让其配偶一同签借据，如不

能实现，则可以选择不出借这笔钱；

没有夫妻共签时，债权人还要出借

的，就要自己承担相应的风险。”

许莉说，“共债共签”的条款实际

上是把借贷的风险在债权人和债务

人的配偶之间做了一个较为公平的

分配，让二者在做决策时都更加具

有风险意识，以免事后出现债务纠

纷。

实际上，在相关的司法解释和

法律条文之前，银行在发放房贷和

对贷款做变更时，早已实行“夫妻

共签”制度，就是对自身风险的一

种控制。

不过，关于什么是“以个人

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

务”，以及如何判断债款是否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

法律上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司

法实践中也没有固定的标准。朱平

晟表示，这需要法院结合案件中夫

妻双方的家庭经济状况、当地生活

水平等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判断；也

可能将来最高法会出台进一步的司

法解释来明确相应标准。

在许莉看来，与“离婚冷静期”

的设置不同，“夫妻共债共签”除

了对现实问题的救济，还有很强的

倡导作用：以后无论是民间借贷还

是机构对个人的借贷，债权人知道

债务人有配偶的，很可能都会要求

后者“夫妻共签”，以维护自己的

权益。夫妻之间对彼此的债务情况

也可能因此而更加透明。

应运而生的“遗产管理人”

上海的一个老人名下有一套价

值数百万元的房产，但老人生前与

他人有债务诉讼在身，老人去世后，

两个子女不想承担债务，都放弃了

对房产的继承权。如此一来，房产

成为无主状态，将要被收归国家所

有，老人的债权人无法实现自己的

权利，十分苦恼。这是朱平晟所在

的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近期接手

的一个真实案例。

这样的情况，在民法典正式实

施后将不再棘手，因为民法典的继

承编中增加了关于“遗产管理人”

的制度规定。上述案例中，如果没

有其他的遗嘱执行人（通常是继承

人），或者遗嘱执行人没有委托第

三人成为遗产管理人的，老人生前

居住地的民政部门或村民委员会将

成为遗产管理人，负起相应的责任，

老人的债权人可以向遗产管理人开

展维权。

民法典中用了连续几个法条，

对遗产管理人的选任、指定、职责、

责任、报酬做了详细的规定。许莉

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这样的

创制，是对现实情况的直接回应。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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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涉及到婚姻、继

承等方面的重大利益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