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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E_AE_E5_A9_9A_E7_c36_53227.htm 所谓婚约财产纠纷是

指男女双方在相识恋爱期间，一方因特定原因而从对方获得

数额较大的财物，在双方不能缔结婚姻时，财产受损的一方

请求对方追还财物而产生的纠纷。此类纠纷在民间较为普遍

。人民法院在审理时通常的做法是将获的财物的手段区分为

“索取”和“受赠”而进行处理。由于我国《婚姻法》第三

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故索取所得财物应全额

返还。但对于恋爱中互赠财物或者订婚时互赠彩礼，由于我

国婚姻法没有规定这类纠纷如何解决，所以实际审判过程中

各个法官根据不同的认识得出不同的裁判，缺乏统一的定性

和处理标准，笔者想就此发表自己一点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

恋爱中互赠财物或互赠订婚彩礼应视为一种纯粹的赠与行为

，所得财物一律不予返还。笔者不敢苟同此种观点。缔结婚

姻过程中双方互赠财物的行为毕竟不同于民法理论中普通的

赠与行为，这是男女双方为了共同的美好愿望而自愿付给或

许可对方占有自己的财物，当不能缔结婚姻时，男女双方的

感情利益均受到伤害，如果给付一方在承受了精神痛苦后，

又因财产性利益受损而不能得到补偿，无疑加重了其精神损

害，这显然违背了我国民法理论中的公平原则，再者我国目

前民间男女双方订婚时互送彩礼已成一种风俗，并把这种行

为视为双方婚约成立的标志，给付方和接受方均是以将来能

共同享有此类财物的所有权为心理因素，当解除婚约时，民

间通常的作法是接受方将数额较大的财物返还给对方，如果



人民法院将此种行为一概视为纯粹的赠与行为，也违背了公

序良俗原则。 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把婚约或者双方在恋爱

中互赠财物的行为视为一种附条件的合同行为，即附义务的

赠与，赠与人馈赠财产具有与对方结成夫妻的目的，受赠人

接受订婚彩礼，或者在恋爱中接受贵重礼品，可以认为是接

受附条件的赠与，当不能结婚时，赠与人坚持要对方返还的

，接受彩礼的一方应当退回彩礼。此种观点虽然也弥补了赠

与人的财产损失，但笔者认为将此行为定性为附义务的赠与

有不妥之处。首先从附义务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中来

看，当事人之间所约定的义务必须是合法的，不得违反法律

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一方在给付另一方财物的同时，强加

给对方必须与己结婚的负担，违反了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婚姻

自由的原则，干涉了接受方对婚姻选择和决定的自由意志。

另外，此种付义务赠与的通俗的讲就是说，你接受了我的财

物，理应与我结婚，否则就返还财物，按照此种通常的解释

，附义务赠与的定性方法使得男女双方之间的互赠财物行为

便难逃买卖婚姻之嫌了。 目前有诸多学者在其著述中将男女

双方为结婚而赠与对方财物的行为归入一种特殊的赠与，即

目的赠与，笔者同意此种理论，因为目的赠与同附义务的赠

与的区别在于目的赠与的赠与人不得向受赠人请求结果的实

现，即给付方不得因给付而要求对方必须与其结婚。此种理

论满足了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赠与对方财物的行为的一般

属性和特殊性。并且持此种理论的学者也主张，赠与人在目

的不能实现时，可请求受赠方返还其给付的财物，但对于权

利人返还财物的请求权的性质尚有争议，有的主张为物上请

求权，有的主是为了债权性请求权，笔者同意后者的观点，



并且认为此请求权应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理由如下： 首

先，物上请求权是以物权为基础而产生的请求权，是以恢复

其合法物权的良好状态为目的的权利，而男女双方以结婚为

目的将财物赠与对方，其所有权已发生实际转移，那么在丧

失物权的基础上该所谓的“物上请求权”便是无本之源了。 

其次，作为债权性请求权，因债的发生原因不同，男女双方

缔结婚的，虽为平等主之间涉及财产利益的民事行为，但其

带有强烈的人身性质，不是一般的合同关系。对方因故不能

缔结婚姻不能说是违约或侵权，所以此请求权显然不是合同

上请求权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再者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

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损而自己获得利益，就其“没有合法

根据”的解释，当涵纳本无合法根据和合法根据尔后消灭两

类，笔者论述时所依据的应为后者，男女双方在恋爱或订婚

时，因双方存在将来必然结婚这个默示的合意，一方给付对

方一定的财物，对方加以占有存在合法的根据，而当双方不

能缔结婚姻，不论原因如何，此种默示的合意便不存在了，

且一方面其主张返还，那么取得财物方便丧失了占有的合法

证据，且使对方财产利益受损。那么他们取得的利益便转为

不当利益，受损方可依此法定理由主张权利。 笔者认为，将

婚约财产纠纷从法律上界定为不当得利进行处理，才真正符

合“公平”的法律理念和我国民间的风俗习惯，有效的平争

息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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