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司法考试：民事法法条串讲（二十二） PDF转换可能丢

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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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5_8F_B8_E6_c36_51479.htm 第四十一条 离婚时，

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

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

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讲解】  1.《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

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规定，夫妻个

人债务包括： ①夫妻双方约定由个人承担的债务，但以逃避

债务为目的的除外； ②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无

扶养义务关系的亲友所负的债务； ③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

自筹资进行经营，其收入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④其

他个人债务。 2.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务向债务人的

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

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 3.当事人的离婚协议

或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

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

张权利，一方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基于离婚协议

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向另一方主张追偿的，人民法院应

当支持。 第四十二条 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

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

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讲解】 本条是对离婚后的

经济帮助义务的规定。大家要注意： 1.经济帮助的义务仅发

生在“一方生活困难”时，根据《婚姻法解释（一）》第27

条的规定，“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

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 2.一方离婚后没有住



处的也属于生活困难，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

房屋的所有权。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与

他人同居的； (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

员的。 【讲解】 夫妻离婚时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

婚姻法》的一项新规定，注意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

四种情形的记忆，注意： 1．请求权人，为离婚诉讼当事人

中无过错方。 2．请求权的成立应当以判决离婚为前提，所

以在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或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

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不予

支持。 3．“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

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

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 4.

另外，无过错方作为被告的，如果被告没有提起损害赔偿请

求的，可以在离婚后1年内就此单独提起诉讼。一审时被告未

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

解，调解不成的，另行起诉。 5.但要注意，当事人在协议离

婚时已经明确表示放弃损害赔偿请求的或者在办理离婚登记

手续1年后提出的不予支持。 【特别提示】 离婚后无过错方

的损害赔偿权是《婚姻法》的重点内容。 五 继承法 【导读】

《继承法》部分在历年的考题中分值不大，2004年仅有三道

单选题，总分占3分。继承这一部分主要可以分为法定继承、

遗嘱继承和遗赠抚养协议三部分，其中前两部分是重点，考

生要注意。 第二条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讲解】 

继承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首先确定时间，再确定遗产，然后

确定继承方式。继承开始就涉及到死亡时间的确定，死亡包



括自然和宣告死亡。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

死亡的，如果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那么，辈份不同的，

推定长辈先死；辈份相同的，推定同时死亡，彼此不发生继

承。如果没有其他继承人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先死亡。如

能够确定死亡时间的，按死亡时间来定。 【特别提示】 多人

在同一事件中死亡顺序的推定是确定死亡时间的重点内容。 

第三条〓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 （

一）公民的收入； （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 （

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 （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

料； （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 （六）公民的著

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 （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 

第四条 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依照本法规定继承。个人

承包，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办

理。 【讲解】 注意遗产是公民死亡时留下的个人合法财产，

故被继承人死亡时所遗留下的盗窃物、不当得利的财产不是

合法财产，不得作为遗产。所以个人承包所得收益当然列入

遗产的范围，个人承包权能否列入遗产的范围要视法律的规

定和合同的约定。 一定要注意，基于身份所享有的财产权不

能继承。如转业军人的医疗费、转业费等等，都不能作为遗

产继承。但是被继承人生前已经领取的抚恤费等费用的剩余

部分则属于遗产，可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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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