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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6_BB_E5_85_B1_E5_c36_51881.htm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法

定共有可以基于夫妻、继承、合伙而产生，在法定共有中合

伙人作为共有人时通常都会在产权证上反映出来，但是对于

因继承而形成的共同共有，或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的共同共

有，由于共有关系人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身份关系，

出于情感上的考虑，往往会产生只有部分共有人在产权证上

作登记，即会有隐名共有人的存在。当日后显名共有人未经

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将自己名下的共有财产“处分”（包

括出卖、赠与等）给他人时，对于隐名共有人的权利要否保

护？有的人认为不需要保护，有的人认为需要保护但无法保

护，为了探讨方便，本文只以夫妻共同财产为例探讨隐名共

有人的权利是否应当保护；如果要保护，应当如何保护的问

题。而且本文所探讨的财产仅限于经过登记公示的不动产或

车辆、船舶等重要动产。 一、加强夫妻财产中隐名共有人权

利保护的必要性 夫妻财产隐名共有人的大量存在且又无法消

失是从制度层面上来探讨保护夫妻财产中隐名共有人合法权

利的必要所在，而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会在夫妻共有财产中

大量存在隐名共有人，笔者分析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

因： （一）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

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

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

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 财产。”第十八



条第三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

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

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

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 根据婚姻法

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取得的财产转变为夫妻双

方共同财产是基于婚姻法的直接规定。而按照传统物权法的

理论，基于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取得的不动产物权无需登记

即可取得不动产所有权（但在处分前必须进行登记）。所以

，未成为等级名艺人的配偶一方依法也可以取得对财产的共

同所有权。 （二）公民法制意识淡泊。虽然根据我国《城市

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因房屋买

卖、交换、赠与、继承、划拨、转让、分割、合并、裁决等

原因致使其权属发生转移的，当事人应当自事实发生之日

起30日内申请转移登记。”但是，我国的民众又有多少人会

了解这一规定，会有多少人会去根据法律规定及时登记自己

的权属呢？ （三）我国历来的婚姻传统使然。婚姻关系是人

的一生中最为密切的关系，配偶是一个人最密切的人，成家

以后其相互关系甚至比父母、子女关系还要密切。作为这样

一种异常密切的身份关系，它存在的基础首先是相互爱慕，

然后是基于相互爱慕而产生的相互信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相互间的信任是夫妻关系得以维持的根本所在。如果在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感情很融洽，那么取得财产的另一

方是否会积极要求进行权属确认登记呢？因为主张权利的合

法要求，从情感上来讲是一种不信任，而婚姻关系建立与维



持首先不是要双方当事人相互信任吗？“嫁鸡随鸡，嫁狗随

狗”，有的女的认为一旦结婚连自己的人都是对方的了，还

有必要分得这么清楚吗？如果一方提出要进行权属登记，显

名登记人反问一句，隐名登记人是不是还会坚持自己的权利

呢？ （四）共同共有通常都是相互之间具有一定的人身关系

，一般显名共有人不会损人利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但是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显名共有人擅自处分了共有财产，就

存在着隐名共有人无法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的危险。所以，所

谓的隐名共有人可以向显名共有人要求损害赔偿也是一句空

话，很难兑现，甚至无法兑现。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隐名共

有人在我国夫妻财产中大量存在，而且其存在也具有一定的

合理性，所以如何在法律上保护这些隐名共有人的合法权益

便很值得我们探讨。 二、加强夫妻财产中隐名共有人权利保

护的可行性 关于夫妻财产中隐名共有人的权利保护，主要有

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根据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第

三人基于对产权登记状况的信赖而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

其主观上应为善意，第三人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隐名共

有人的权利应当向配偶主张，而不能及于交易第三人。第二

种观点，认为应当可以及于第三人，因为在我国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夫妻双方所取得的财产通常为夫妻共同财产，这是

一种常识，交易第三人应当知道，所以当第三人与显名登记

人进行交易时，就有义务了解隐名共有人的有无以及隐名共

有人的意思，否则日后隐名共有人以不知情为由，要求宣告

交易关系无效的，不得对抗。在笔者看来主要涉及三个问题

：应当保护隐名共有人向交易第三人主张权利是否与物权的

公信力相违背？是否会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隐名共有人的



权利是否应当成为价值冲突的牺牲品？这是强调保护夫妻财

产中隐名共有人的合法权利首先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

）关于物权登记的公信力 公示公信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所

谓物权“公示原则系指物权变动之际，必须以一定之公示方

法，表现其变动，始能发生一定法律效果之原则。”[1]公示

原则要求当事人依法定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其物权变动，以

明确何人取得物权，何人丧失物权，否则不能发生物权变动

的效力。之所以要确立物权的公示制度，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因为物权是排他性财产权，即一物之上不能有两个或两

个以上互不相容的物权。例如一物之上若已经成立一所有权

，则不能再成立另一所有权（多人共同对一物享有一个所有

权不属此列）。正因为物权具有排他性，倘若外界无法知悉

物权变动情况，则容易导致第三人遭受损害。二是因为物权

是对世权，其义务人是不特定的任何人。物权的变动不仅仅

是权利人个人的事，对于广大的社会公众来说，也都发生权

利义务变动的后果。物权人只有以公开的方式将变动事实告

知社会公众，才能使物权变动产生效力。物权公示的功能在

于给社会公众一个判断标准，即没有公示就没有物权变动，

以此判定物权归属，以维护交易安全。 “公信原则系指依公

示方法所表现之物权纵不存在或内容有异，但对于信赖此项

公示方法所表示之物权，而为物权交易之人，法律仍承认其

具有与真实物权存在之相同法律效果，以为保护之原则。公

示方法有保护从事交易之善意第三人之机能，此种机能，自

法律上效果观之，即为公信力。”[2]公信原则确立的目的在

于保护以公示方式取得物权的善意第三人，从而维护正常的

交易秩序。物权变动关系是社会生活中最普遍的财产关系，



是商品交换正常进行的基石，每天都要发生大量的物权变动

，要求受让人对出让人的处分权进行周密详尽的了解是不现

实的。因此法律确立了物权公示制度，并赋予其公信力，凡

是按法定公示方式转让物权的，善意受让人基于对公示的信

赖，当然应取得物权。若连法定的公示方式都无法保障善意

受让人取得物权，则社会经济就失去了基本的法律保障，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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