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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9_9A_E6_97_B6_E5_c36_53290.htm 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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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结合实践，对

夫妻离婚时共同债务的清偿略陈管见。 一、强调清偿债务的

前置性 夫妻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既可以是货币，也可能是

财物。审判实践中，以共同财产中的货币偿还债务或以同品

种、同规格、同质量、同数量的财物偿还债务，离婚案件的

当事人与案外债权人通常不会产生异议；而用共同财产中的

财物折抵债务（货币或者其他财物），当事人与债权人往往

会发生争议。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且债权人只要求偿

还本金的债务，当事人与债权人容易达成一致意见；而债权

债务关系不明确、不合法，且债权人既要求偿还本金，还要

求偿付利息、支付违约金、赔偿金的债务，当事人与债权人

难免会出现矛盾分歧。然而，由于离婚案件的当事人只能是

夫妻双方，所以，债权人不是诉讼主体。为正确解决离婚案

件当事人与案外债权人之间的矛盾，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笔者认为，除夫妻共同财产应当首先用于偿还共同债务，

剩余部分再行分割外，对清偿共同债务的方式，应当征求案

外债权人的意见。当事人与债权人的意见一致的，应当即时

履行完毕，并在法律文书的叙述事实部分予以说明，主文部

分可不涉及；意见相悖时，法院可以进行诉讼外调解，以促

使其自行和解。如果仍达不成和解协议，债权人以离婚案件



的双方当事人作为共同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时，法院则应当

中止离婚案件的审理，先行解决债务纠纷。 二、注意审查协

议的合法性 我国婚姻法允许夫妻双方在离婚时，对共同债务

协议清偿，对共同财产协议分割。但近年来的审判实践表明

：部分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为了逃避债务的履行，恶意串通，

弄虚作假，通过离婚协议，将共同财产明确全归一方所有，

而将共同债务载明全由另一方清偿，致使债务人无法索回债

务。因此，法院应当注意审查离婚案件当事人达成的分割共

同财产、清偿共同债务的协议是否合法，是否是双方真实意

思表示。如果事后发现是为了逃避债务的履行搞假离婚，届

时如何处理亦值得探讨。笔者认为，鉴于解除婚姻关系的调

解内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具有不可逆转性，不论其离婚的

真实意图如何、协议内容是否违法，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

法院则不能决定再审。但是，就涉及财产分割和共同债务清

偿的调解内容，因其违反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的有关规定，为

逃避债务的履行恶意串通而达成的协议无效，法院可以决定

再审，并可对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采取诉讼保全

措施。 三、讲究判决内容的科学性 法院准予离婚的判决主文

，对清偿共同债务责任的确定，通常采用两种表达方法。一

是概括式，即只载明共同债务由双方共同清偿。二是列举式

，即欠某某多少债务，由谁在何时清偿，都一一表述。从审

判实践看，概括式过于原则，双方责任不明。离婚后，不论

债务数额大小，债权人起诉时都必须将原夫妻双方作为共同

被告，法院对每一起与共同债务有关的案件都要重新确定原

夫妻双方各自应当承担的清偿份额。列举式又过于具体，不

便于离婚案件的及时审结。特别是对事实上存在，但离婚案



件当事人未提供、法院未认定的共同债务，离婚后债权人索

要困难。同时，因债权人不是离婚案件的当事人，即使对法

院认定的债务数额及判决规定的偿付期限有异议，也不能上

诉或申请再审。离婚案件的当事人在判决规定的期间内没有

清偿债务，作为案外人的债权人，亦不能申请法院执行。因

此，上述两种表述方法都欠科学。笔者认为：当事人与案外

债权人对债务数额无争议时，判决书可以写明该债务的数额

；有争议的不宜明确债务数额，只说明欠谁债务即可。对清

偿责任，只明确何人何种债务由谁偿还或由双方按一定比例

清偿即可，无须明确清偿时间。同时，对可能存在的其他共

同债务，应当一并明确双方分担清偿的比例。总之，准予离

婚的判决，只宜解决共同债务分担清偿的责任，而具体清偿

应当在离婚前或者离婚后，通过诉讼程序或非诉讼程序另行

处理。 四、掌握清偿责任的灵活性 法院应当根据离婚案件双

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和清偿能力，明确对共同债务的清偿责

任。对清偿责任的确定，可根据当事人与债权人的特殊关系

、债权债务关系产生的原因以及其他特殊情况，结合分割共

同财产灵活掌握。根据审判实践，当债权人是夫妻一方的近

亲属或朋友时，可以适当多分割部分共同财产给这一方当事

人，并由其单独清偿有关近亲属或朋友的债务。这样做有利

于缓解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矛盾，便于债务的清偿。对购

置特定物所负的共同债务，可将特定物分割给一方当事人；

因生产经营所负的共同债务，可将现存的生产场所、机械设

备等固定资产折价分割给适合于继续经营的一方当事人；对

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可将共同财产折价分割给原告一方，

由分割到上述财产的一方当事人单独清偿与其等值的债务，



其余共同债务的清偿责任再行确定。这样，不但有利于生产

和生活，充分发挥财产的效用，而且当离婚后取得上述财产

的当事人拒绝还债，债权人起诉后，法院即可对上述财产采

取诉讼保全措施，从而能有效地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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