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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十二条 本法所称留置，是指依照本法第八十四条的规

定，债权人按照合同约定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债务人不按照

合同约定的期限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权依照本法规定留置

该财产，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

受偿。 第八十七条 债权人与债务人应当在合同中约定，债权

人留置财产后，债务人应当在不少于两个月的期限内履行债

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在合同中未约定的，债权人留置债务人

财产后，应当确定两个月以上的期限，通知债务人在该期限

内履行债务。 债务人逾期仍不履行的，债权人可以与债务人

协议以留置物折价，也可以依法拍卖、变卖留置物。 留置物

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债务

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 第八十八条 留置权因下列

原因消灭： (一)债权消灭的； (二)债务人另行提供担保并被

债权人接受的。 【相关法条】 《民通意见》第117条；《担

保法》第84～86条；《合同法》第264、286、315、380、395

、422条。 【意思分解】 《担保法》从第82到第88条共7个条

文规范留置权制度，考生应掌握的知识背景是： 1留置权的

法律特征 (1)留置权是法定担保物权 留置权是法定物权，使其

区别于抵押权、质押权这两种约定担保物权。抵押权和质押

权必须由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才能产生，而留置权则不同。

首先，当事人不能约定留置权，事实上也不需当事人自己约

定，当法定条件具备时，留置权会自动产生。其次，留置权



的适用规范由法律规定。第84条仅规定了三种合同可以产生

留置权。《合同法》则共规定了五种合同，即承揽合同(

第264条)、货物运输合同(第315条)、保管合同(第380条)、仓

储合同(第395条)和行纪合同(第422条)。考生应注意，《担保

法》第84条第3款以及上述《合同法》的五个条文均规定，当

事人可以在以上合同中约定排除留置权的适用。 (2)留置权是

得二次发生效力的权利 留置权产生以后，发生前后两次效力

。第一次效力发生在留置权产生之时，留置权人得于其债权

未受清偿前留置债务人的财产，对留置物享有占有权，并享

有物上请求权，至债务人履行债务之时，该效力终止。第二

次效力是第一次效力发生之后，留置权人于债务人超过法定

的宽限期仍不履行其义务时，得依法以留置物折价拍卖或变

卖而实现优先受偿权。 (3)留置权是不可分性物权(《担保法

解释》第110条) 留置物的不可分性，表现在：一是留置权所

担保的是债权的全部，而非可分割的债权的一部分；二是留

置权人可以对留置物的全部行使权利，而非可分割的留置物

的一部分。因此，债权的分割及部分清偿、留置物的分割等

，均不影响留置权的效力。只要债权未受全部清偿，留置权

人就可以对留置物的全部行使权利。但是，如果债权人占有

的动产为可分物，为公平起见，债权人留置占有的留置物的

价值应当相当于债务的金额，而非占有物的全部(第85条)。 2

留置权成立的要件 可分为积极性与消极性要件两种。积极性

要件包括(第82条)： (1)须债权人占有债务人的动产。这里的

动产仅指狭义动产，不包括权利。不动产之上不得成立留置

权，故《合同法》第286条关于承包人对于建设工程的权利是

一般优先权而非留置权。 (2)须债权的发生与债权人占有动产



之间有牵连关系。 (3)须债权已届清偿期。 消极性要件包括：

(1)经当事人事先无排除留置的约定； (2)须留置债务人的财产

不违反公序良俗； (3)须留置财产与债权人所承担的义务不相

抵触； (4)须留置财产与对方交付财产前或交付财产时所为的

指示不相抵触； (5)对动产的占有须非因侵权行为而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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