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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最新解释 夫妻财产分割和债权债务成重点 

    昨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布广受关注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新的

《婚姻法》司法解释共29条，自2004年4月1日起施行。由于这一司法解释涉及千家万户，社会覆盖面极

广，最高人民法院首次通过报纸和互联网直接听取群众意见。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介绍，这次出

台的司法解释主要针对审判实践中急需解决的无效婚姻、离婚财产分割、夫妻债权债务等问题。 

    

    ■几乎每一条文都有改动 

    

    正式公布的《司法解释（二）》与原来征求意见稿有了很大变化，吸收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多

达数百处，几乎每一条文都有改动，有些甚至是重大修改。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孙华璞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说，公开征求意见后，民一庭直接收到群众来

信200多封、网上意见400多条，共30多万字。经过整理归纳和筛选分类，有价值的意见有403条，其中170

多条在意料之中，140多条是从未考虑过的，有很大参考价值。另外80余条超出了本次司法解释的范围。 

    

    意见建议比较集中的有八大问题：一是能否返还彩礼；二是同居关系能否解除；三是无效婚姻允不允

许撤诉；四是一方死亡，另一方能否申请婚姻无效；五是一方生活专用品的归属，意见稿中关于这一条的

规定在此次司法解释中被去除；六是房屋争议如何处理；七是婚后一方所欠债务的处理；八是离婚时申请

财产保全的担保问题。 

    

    ■解除同居关系法院不受理 

    

    《司法解释（二）》规定，除了“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一情形外，当事人要求解除同居关系的案

件，人民法院都不会受理。但如果是因为同居期间财产分割或子女抚养纠纷提起诉讼，法院会受理。黄松

有副院长解释说，这主要是考虑到已婚者与他人同居是婚姻法明令禁止的行为，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解除

这种同居关系。非婚同居关系不受法律保护，解除这种关系法院不会受理。同居期间的财产分割和子女抚

养问题属于法律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法院应该受理并平等保护子女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种情况彩礼可请求返还 

    

    黄松有说，在调研时发现，结婚前给付彩礼的习俗在我国许多地区还相当普遍。许多家庭为给付彩

礼，债台高筑，负担较重。虽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婚姻应当以爱情为基础，不主张也不支持结婚以给付

彩礼为条件，但如果对彩礼问题完全不管，可能会使一些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受到严重损害。《司法解释

（二）》规定了可以要求返还彩礼的几种情形：一是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是办了结婚登记但确

未共同生活；三是婚前给付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后两种情形，应以双方离婚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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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婚协议具有约束力 

    

    离婚时痛快地在协议上签了字，可过后又反悔，这种情况下要想胜诉不是很容易。《司法解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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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

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履行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男女双方协议离婚

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反悔，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法院审理后，未发

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有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当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黄松有说，协议离婚时

双方签订的财产分割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双方都理应接受这一决定所带来的法律后果。 

    

    ■离婚时房改房按市场价分割 

    

    据介绍，离婚案件中对房屋问题的争议多集中在带有福利性质的房改房上。购买这类房屋所花费用远

低于同类房屋的市场价格。这次司法解释根据不同情况，作出明确规定：一是一方主张房屋所有权的，应

当按照市场价格对房屋作出评估而不宜以当初购房时的房款为依据。取得房屋的一方给对方相应的补偿；

二是双方都想房屋的所有权归自己，如果双方同意，可以竞价取得，没得到房屋的可获得相应补偿；三是

双方都不想要房屋所有权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对房屋进行拍卖，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如果是没有取得

完全产权的房屋产生争议，解释规定法院视具体情况判决由当事人使用，等取得完全产权后，可以另行起

诉。 

    

    ■婚后公积金养老保险属共同财产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新出现的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等款

项在离婚分割财产时如何认定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按照这次司法解释规定：这些费用，如果属于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所得或应得部分，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除此之外，应认定为个人财产。此外，涉及分

割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的，以夫妻婚姻关系存续年限乘以年平均值，所得

数额为夫妻共同财产。 

    

    ■夫妻共同债务不因离婚免除 

    

    离婚案件中对夫妻债权债务的处理是困扰法官的难题。司法解释对这些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例如，一

方婚前欠的钱原则上应认定为个人债务，如果债权人能证明所欠债务用于婚后共同生活的，应当认定为共

同债务，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婚后一方所欠的债务，原则上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偿还。但如

果夫妻一方能够证明该债务确为欠债人个人的债务，或者夫妻已有财产归属约定的，那就谁欠债谁还钱。 

    

    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有权向男

女双方讨债。这种情况下，一方承担了连带清偿责任后，可以向另一方主张追偿，法院也予以支持。(程

婕)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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