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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0_88_E5_80_9F_E7_c36_51922.htm 法律赋予了公民离婚自由

的权利。离婚是为了解脱那些夫妻感情确已破裂，难以一起

共同生活的夫妻精神上的痛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经

济的繁荣以及公民在思想意识上的变化，司法实践中常出现

一些夫妻假借法律赋予离婚自由的权利，来规避法律或政策

所要求其承担的义务。本文所探讨的就是夫妻双方或一方假

借结婚来逃避债务的问题。这里所指的债务包括夫妻双方的

共同债务和男女一方单独所负债务。 对夫妻离婚债务的处理

，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

同生活所负债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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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在实际处理过程中，一般也是让夫妻双方

自行协商对财产的分割及债务的分担。这种做法往往使那些

不愿偿还债务的夫妻，他们假借离婚，通过协商或调解，打

着“照顾妇女、儿童、老人利益”的幌子，将夫妻共同财产

大部分或全部让给对方和子女，而主动要求承担全部债务。

这样夫妻双方一旦离婚，要承担债务的一放履行清偿债务的

义务，实际上是一句空话。因为他（她）根本就没有清偿能

力。有的夫妻在离婚诉讼中，故意恶意隐瞒债务，离婚后，

债务人主张债务，要求他们偿还债务时，他们便相互推诿和

推脱没有偿还能力。这些规避债务的行为都严重损害了债务

人的合法权益。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日益增加。特别是那些从事

商业经营活动者，其债权债务关系更加错综复杂，且数额也

越来越大。负债公民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假借离婚来逃避

债务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尽

管作了很大的努力，也难以防止这种借离婚逃避债务的情况

发生。故笔者想结合我国目前司法现状，就在离婚案件实践

中如何防止债务人假借离婚逃避债务的问题提出如下几点探

讨意见：， （一）发布申报债权公告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时，在调查过程中，应注重了解离婚双方对外的债权债务关

系。特别是对那些从事商业活动又经营不善的家庭，为了防

止因当事人隐瞒债务不报或只报部分债务给债权人带来损失

，办案人员可在审理期间发出申报债权人公告，作为查明离

婚双方债务的一种手段，通知离婚双方的债权人及时前来申

报债权。公告时间、地点、方式由办案人员根据所了解的具

体情况而定。但应注意，公告时间须计算在审限内，不能因

此而超审限。 （二）夫妻双方的债务分担应征询债权人意见 

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处理离婚夫妻债务分担问题时，

一般是先由夫妻双方协商对债务的分担，然后法院加以确认

，协商不成时，再由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财产状况判决。这

种做法，不管是当事人双方协商还是法院判决，都将损害债

权人的权利。对于夫妻共同债务通过协商或法院判决由其中

一方承担，实际上变更了债务人，从债权债务关系上说，债

务发生了转移，形成了一种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在理论界称

之为债务承担。债务承但的成立须由原债务人与新债务人之

间达成债务承担合同或新债务人与债权人订立合同或法律直

接规定。本文中夫妻共同债务的分担不管是法院根据夫妻双



方协议加以确认，还是法院直接判决都是法律直接规定。但

是债务承担成立的另一个关键条件是须经债权人同意方能生

效。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夫妻分担债务的这种债务承担，

并没有征得债权人同意，而由法院越权代替债权人处分债权

，从而侵害了债权人的对债权的处分权。至于夫妻单方所负

债务，当事人为逃避债务，协商将该债务转移给另一方，由

另一方负责偿还，而不征得债权人同意，这更加侵害了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所以，法院在审理离

婚案件，处理夫妻共同债务或转移单方债务时，应通知债权

人到场，征询他们的意见。这样对离婚后债权人向法院起诉

要求债务承担人清偿债务时，可以减少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

过程中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三）追加债权人为第三人 对

于那些债权数额大或自己要求加入债务分担纠纷的债权人，

法院可将他们追加为第三人。离婚本来是夫妻双方的纠纷，

不存在第三人，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可把涉及财产关系的

纠纷从人身关系的离婚案件中分离出来，另外立案审理。债

权人作为对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根据我国

《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可以第三人的身

份申请参加诉讼，或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在诉讼过

程中，离婚夫妻及债权人三方可自行协商债务的分担及清偿

债务的方式、时间、期限。协商不成，人民法院视情况判决

。这样，对夫妻双方的离婚纠纷、财产分割及债务分担清偿

纠纷同时进行处理，可避免债权人在夫妻离婚后，因债权不

能实现又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双方偿还债务而耗费人力、

财力，也减少了法院的诉累。 （四）法院判决一方负清偿责

任的同时应判决另一方负连带责任 我国《婚姻法》规定，夫



妻共同债务，可由人民法院判决承担。这说明人民法院既可

判决共同债务由一方单独承担，也可判决由一方承担，另一

方负连带责任。对于债权人同意债务由其中一方承担的，毫

无疑问，法院应确认或判决该债务由债权人同意的一方承担

清偿责任。对于债权人不同意共同债务由任何一方单独承担

，要求夫妻共同偿还的，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法院应

视情况判决由一方承担，另一方负连带责任。因为，夫妻关

系存续期间，双方共同生活共同维持家庭，特别是那些从事

商业经营活动的家庭，夫妻双方还共同经营。对他们为满足

家庭的生活需要或因从事经营活动而负的共同债务，其性质

与个人合伙的合伙债务相同。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

第二款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故夫妻共

同债务的清偿也可以比照合伙债务进行处理，在离婚时，由

另一方负连带清偿责任。另外，法院这样判决，也是为适应

当前形势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家庭越来越多，其经营额也越来越大，

因经营不善，所负债务的数额也随着增大。离婚时，其债务

由任何一方单独承担都难以偿还，为维护法律的尊严，从保

护债权人的利益出发，判决由另一方负连带清偿责任，是完

全必要的。 （五）对离婚后才发现的共同债务，债权人向法

院起诉主张债权时，法院应把离婚双方列为共同被告 离婚夫

妻在离婚时隐瞒债务，是夫妻借离婚逃避债务的主要方式。

债权人因故未能申报债权，法院一时又难以查明夫妻全部的

债务情况，这也给离婚夫妻逃避债务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

通常协商把家庭财产让给未经手债务的一方，自己承担全部

债务。离婚后，债权人以手中的证据向法院起诉要求经手债



务的一方清偿债务，但此时被告已无偿还能力。所以，对于

这种情况，法院在查清该债务确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的

共同债务的基础上，把另一方作为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

追加其为案件的共同被告，共同偿还债务。我国《民法通则

》第八十七条中规定：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

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了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有

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在案件执行过程中，

作为共同被告，共同偿还债务，法院可要求有执行能力的一

方先清偿全部债务，然后由他（她）再向另一方要求偿付，

从而切实保证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得以实现，使夫妻借离婚逃

避债务的企图彻底破灭，有效地防止这种规避法律的现象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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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