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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全 一。债的担保的概念、特征和作用 （1）债的担保的

概念 债的担保，是指为促使债务人履行债务，保障债权人的

债权得以实现的法律措施。 （2）担保的法律特征 ①从属性

。债的担保，在主债权人与担保人之间形成了担保债权。担

保债权为从属于主债权的从权利。从债权以主债权的存在为

前提条件，随主债的产生而产生，随主债的消灭而消灭，一

般也随主债的变更而变更。当主债权得以实现时，担保债权

自然消灭。 ②补充性。担保合同一旦生效，就在主债关系基

础上补充了某种权利义务，从而使增强了债权人实现债权的

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主债务人不依法履行义务时就表现

出来。 ③保障债权实现性。这是设定担保债权的意义所在。

即使主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被担保的债权一般也能实现。 

④平等自愿性。 债的担保的设立，是当事人平等协商的结果

。 （3）债的担保的作用 确保债权的实现。 二。债的担保方

式及其法律要求 1.保证 （1）保证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保证，

是指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当债权人不能履行债务时，保证

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的行为。 保证的法律特征是

： ①附从性：保证债务以主合同的存在或将来可以存在为前

提，其范围和强度不能超过主合同中的债务，不能与主合同

中的债务分离而转移，随主合同的消灭而消灭； ②独立性：

保证合同是从合同，但是保证人与债权人签订的独立合同，

其内容和条款可以由当事人约定； ③补充性或连带性：保证



合同是约定由保证人以自己的信誉或特别财产担保主债权的

实现，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承担补充或连带责任

。 （2）保证的设立 保证因保证合同而设立。 保证合同，是

指保证人与债权人订立的在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由保证

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协议。保证责任分为一般保证责任和连带

保证责任。 保证合同有效的条件： （一）主体合格： 具有代

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保证人

。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不得

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

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 第九条规定：“学校、幼儿园、

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 

” 第十条规定：“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

证人。 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

范围内提供保证。“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内容合法

。 （3）保证的方式 发展方式分为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 一

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人民法院审判或者仲裁机

构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

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

，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

般保证。 连带保证，是指保证人与债权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

，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 （4）

保证的效力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

定。 当事人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

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一）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



证人提供保证的； （二）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

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 2.抵押

（见“担保物权”） 3.质押（见“担保物权”） 4.留置（见

“担保物权”） 5.定金 （一）定金的概念与性质 （1）定金

的概念 定金，是合同当事人为了确保合同的履行，依照法律

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由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之前，预先给

付对方当事人的一定数额的金钱或其他替代物。 （2）定金

的性质 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

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

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①

具有担保的功能； ②具有证明合同成立的功能； ③具有惩罚

违约的功能。 （二）定金的种类 根据定金的不同功能，定金

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证约定金：为证明合同的成立所交付的

定金； 成约定金：指作为合同成立要件的定金； 违约定金：

给付定金一方违约时，无权要求返回定金； 解约定金：一方

当事人为保留解除合同权利而向对方交付的定金。 （三）定

金的效力 ①证明合同成立的效力； ②定金的给付效力。合同

履行后，定金应当折抵价款或原数返回。 ③惩罚的效力。 定

金罚则的适用：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

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

双倍返还定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