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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及特征－→共同共有的概念及特征－→共有的内部与外

部法律关系－→共同共有的类型－→按份共有－→合伙财产

的性质 第一节 共有的概念及特征 下面我们复习共有的概念与

特征。 一、概念 现在讲财产共有。什么叫做财产共有呢？所

谓共有是指两个以上的民事权利主体对同一项财产共同享有

所有权。 二、特征 讲到共有的法律特征，一定要注意： （一

）共有的主体必须是多数人 考试的时候总爱考你这一要点，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个人买了两套房子，这个时候他是享有

了两个所有权，不叫共有。两个人买了两套房子也不叫共有

。只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同时享有某一个民事权

利，承担某一个民事义务的时候才叫共有。在这一点上共有

与其他财产所有权形态不同，它的主体必须是多数人，而不

能是单一的主体。 （二）共有的客体是特定的独立物 共有物

在共有关系存续期间，不能分割为各个部分由各个共有人分

别享有所有权，而是由各个共有人共同享有其所有权，各个

共有人的权利及共有物的全部。也就是说，共有的客体，必

须是特定的同一项财产。故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出现，特别

是随着商品房的出现，“区分所有”即必须要引起我们的注

意。 东北的那个案例，一座小楼两个单位所有，楼上的单位

将自己的房子转让给了一位个体户，那位个体户要开饭店，

所以就在屋外侧修了一条直通马路的楼梯。过了几年，有关

部门责令其拆除违章建筑，他没有办法又去要求楼下的单位



，我还要走公用楼梯。该机关说，已经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

了，你丧失了胜诉权了！不行！实际上这也涉及到了“建筑

物的区分所有”问题。 所谓“建筑物的区分所有”，就是指

多个所有人，对同一个建筑物的具有构造和使用上的独立性

的部分，分别享有一般意义上的所有权，同时对共同使用的

部分享有共有权，最后还要对整个建筑物的管理和维修享有

一种成员权。 每一家在一座商品楼里各自买了一套房子，这

就是数个人共同享有“区分享有所有权”。区分所有其实包

含三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也就是说，各个所有人对于能区分

的各个部分享有独立的一般意义上的所有权。 第二层含义，

就是对于共同使用的部分，如共同的地下室、共同使用的楼

梯等，推定共同共有。所以上面那个案例中，楼梯才是共同

共有的，楼上那一家即使长期没有对楼梯行使占有、使用和

收益的权利，其依然享有所有权。这和诉讼时效并没有关系

。 第三层含义，现在叫做“物业管理”，即楼内房屋的每一

个所有权人对于整个建筑物的管理和维修，还享有一种“成

员权”。这种权利类似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的权利。这三

个权利加在一起才被叫做“区分所有权”。 所以共有的第二

个特点就是其客体是特定的同一项财产。 这个楼梯、这样的

地下室，还有什么屋顶花园、前堂会所之类即是依“区分所

有”的理论才被推定为共同共有的。 （三）共有权的行使 共

有人对共有物既可以按照各自的份额，也可以不分份额完全

平等地享有权利。但是，共有人对于自己权利的行使，并不

是完全独立的，要受其他共有人的利益的制约。简而言之，

共有权的行使要体现全体共有人的意志。 有这样一个案例。

一个男同志买了五张彩票，交给了城里的一个亲戚，让她帮



助查一查有没有得奖。不过此人把彩票的号都另外记下来了

。这个亲戚的女儿就在银行工作，一查，还真得了一等奖几

万元，自然其就把奖券兑现了，但没有告知这位同志。可是

过了一段时间，当这位同志来问的时候，亲戚却告诉人家说

没中奖。这个同志就告诉她，我已经到银行看过公告了，我

中了一等奖。这个亲戚只得承认了这一事实，但是说，见面

分一半么，你发财怎么也得给我一半啊！于是这位男同志即

答应赠与她一半。也就是说她仅付了那位男士一半的奖金，

那位男士就走了。 后来这位男同志的爱人知道了这件事以后

就说，你怎么就这样把钱送给那个亲戚了呢？不行！于是他

的妻子就起诉到了法院。注意，他的妻子的理由是：这次中

奖的奖金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是共同共有的

财产，作丈夫的没有经过妻子的同意，就把共同共有的财产

送给了别人一半，因此，这个赠与行为应是无效的民事行为

。 请问这到底是有效的赠与呢？还是无效的赠与呢？当然是

无效的。原因是其共有权的行使没有体现全体共有人的意志

。我们到后面再详细研究。 三、共有、公有以及准共有的区

别 讲到共有的法律特征，我们最后还要强调，共有和公有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共有财产的主体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共有

人，依法律的规定或约定，而对共同享有所有权的共有财产

所享有的权利。而公有则不同，公有财产的主体是单一的。

社会主义公有财产中，国家财产所有权的主体就是国家，只

有国家才能代表全体人民享有国家财产的所有权。集体组织

财产所有权的主体只能是集体组织，集体组织的任何一个成

员本身都不能单独来享有这种权利。 共有并非是一种独立的

所有权，不论是同种类或不同种类的所有权之间，只要有人



或物的联合，都会产生共有关系。我国民法中规定了两种共

有形式，即“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共有财产关系的

产生，或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像《婚姻法》中规定的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是夫妻共有的财产；或是依合同

的约定产生，如三个人合伙出资购买一辆拖拉机，通过合同

约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其适用于非常广泛的经济生活领域

，所以是民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共有不一定仅存在于所有权

中，在实际生活中，还存在着大量对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的

共有。如两个以上的人共同拥有他物权、知识产权或者债权

等。只要是物权，不论是所有权以外的使用权，还是承包经

营权，更不用说知识产权和债权等，无疑都可以适用共有的

规定。实际上共有的基础就是共同法律关系。共有是共同关

系中的一种，凡是数个民事主体共同享有某一项民事权利或

者共同承担某一项民事义务的时候，我们一般也都叫做“共

有关系”。但准确地讲，这些情况应当称之为“准共有”，

即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共同享有所有权以外的财产

权。一般地说，现代各国物权法中关于共有的规定，是专门

对所有权的共有状态而言的。因而各国物权法即在广义的共

有制度中，对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设立了所谓“准共有”的

规定。对于凡是数人基于某种共同关系而共同享有一项财产

权，即应准用“共同共有”的有关规定；而对其他情况下则

应准用“按份共有”的有关规定。同时要注意，“准共有”

的标的只限于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人身权是不可以作为“

准共有”的客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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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