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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夫妻财产制度新变化及其现代意义

●陈妙妙

　　

[摘要]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也不断加快,传统婚姻观念受到愈加强烈的

自由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冲击,婚姻行为发生了深刻变化,离婚率不断上升.因离婚大多涉及财产的分

割,夫妻财产约定制度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根据我国关于婚姻立法的沿革,总结我国夫妻财产制

度的变化及其现代意义.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夫妻财产制度的概念、背景、立法沿革等基

础理论;第二部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为核心阐述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措施;第

三部分主要论述了笔者认为的夫妻财产制度的现代意义.

[关键词]夫妻财产制度;夫妻约定财产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基础理论

(一)夫妻财产制度的概念

夫妻财产制度是有关夫妻在婚前和婚后财产的所有权、

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以及婚前和婚后债务的偿还、婚

姻关系终止时财产清算等方面的法律规定。 夫妻财产制度

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 约定财产

制是指夫妻根据意思自治原则，通过书面协议对婚后和婚前

财产的归属做出安排，可以分为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

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 这种制度尊重了夫妻双方的意

愿和自主权，旨在实现婚姻家庭关系和谐、夫妻财产自由与

市场交易第三人利益保障。 法定财产制是指在夫妻间未对

财产问题作出约定的情形下，由法律直接规定夫妻之间财产

归属、管理与使用、分割等关系的制度。 由于许多夫妻基

于感情、传统文化、习惯等因素未对财产关系作出约定，因

此在我国法定财产制仍是主流。

我国的法律规定中，婚姻属于自然人的民事法律关系，

具备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 在世界各地，每个国家

对于婚姻的理解与制度的设计中都存在很大的差异。 例

如，有些国家支持同性婚姻、有些国家支持一夫多妻或者一

妻多夫，但是我国的婚姻必须遵守四个基本原则：婚姻自

由；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保护妇女、老年人、未成年人

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夫妻财产制度的核心在于其主体非

常明确，仅限于夫妻二人，体现了其主体的特殊性。 因

此，这一制度表现出人与财产之间的紧密结合，其规范内容

也因此显得复杂且广泛。

(二)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确立的背景

首先，受到我国封建社会家庭“一家之财共之”思想的

影响，当时主张家庭共同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财产权。 古

代夫妻财产制度多以男性为主导支配，妇女没有充分的财产

权利地位。 因此，这是现阶段夫妻财产制度改革的前提，

要求法律向男女双方平等的方向发展。

其次，人们权利意识觉醒，夫妻对于财产归属、夫妻债

务的划分也越来越有精细化的需求，刺激着法律不断明晰

“个人财产”与“共同财产”。 我国夫妻财产制现状呈多元

化发展，再婚、丁克、跨国婚姻等新型家庭的出现，以及离

婚率提高等现实，要求我国法律在财产分配上兼顾公平与弹

性，使得约定财产制日渐重要。

(三)夫妻财产制度立法沿革

１９５０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标志着我国

婚姻财产制度的确立和发展。 其第１０条规定：“男女平等

有占有和处理夫妻财产的权利。”这一条确立了夫妻共同财

产制，为夫妻签订财产契约奠定了男女平等的基础，也为夫

妻共同财产赋予了重要意义。 １９８０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法》中明确规定了夫妻财产所有权问题。 在婚姻

存续期间，夫妻获得的财产归共同所有，但夫妻可以约定财

产制的其他形式，夫妻有同等的处理权。 夫妻可以依照自

己的意思和实际需求对财产作出约定，以协议的方式确定夫

妻财产制，体现了其意思自治原则。 ２００１年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进一步明确了婚姻存续期间夫妻所获

得的工资、奖金、生产和经营活动的收益等财产类型，在婚

姻存续期间财产上的债务归属等债权归属由夫妻一方用其个

人财产偿还，如果第三人知道夫妻间对夫妻债务做以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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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对夫妻财产拥有债权的第三人有权直接要求夫妻一方用其

个人财产偿还。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８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

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从

夫妻债务问题的角度对婚姻财产相关问题做出了积极的立法

保护，为司法人员在处理这类问题的实际操作中提供更大的

保障，满足了社会和人们的需求。

２０２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

典》)正式施行。 根据时代发展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

向往，夫妻财产制度在对２００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现有规定修改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与完善。 原《婚姻

法》回归民法的法典化体系，这意味着《民法典》总则编所

确立的法治原则将通用于婚姻家庭编。

«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立法

的进一步完善

　　２０２１年，《民法典》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

《解释一》)正式生效；到了２０２５年２月１日，《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

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也开始实施，为我国的夫妻

财产制度带来了新的活力。

(一)夫妻共同财产制度范围进一步扩大

１．明确共同财产范围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采用“概括＋列举”的立

法技术，对夫妻共同财产作出体系化的规定，在传统财产项

目(如工资、奖金、生产经营收益)的基础上增加了劳务报

酬、投资收益(股权增值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等)等。 如自

媒体创作人婚后借助平台进行自媒体传播获得的打赏收入、

网络直播收入等，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２．个人财产保护强化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三条将“人身损害赔偿金”明

确列为个人财产，体现了对个体生命健康权的优先保护。

例如，交通事故赔偿金、职业病补偿金等，即使发生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也仅归受偿方所有，避免因婚姻关系剥夺个

体救济权益。《解释一》就婚前财产形态的变化问题作出了

明确规定：个人财产因婚姻关系的持续可以转变为夫妻共同

财产，同时允许夫妻通过签署书面协议将个人财产变为共同

财产，比如，可以约定婚前的房产为共有，从而扩大当事人

的自主决定空间(这种赠予是可以撤销的)。

(二)债务规则的突破

１．“共债共签”原则确立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解决了之前“婚姻存续期

内债务默认为共同债务”的问题，确立了“共债共签”为基

本原则，也就是说，债务需要双方共同签署、事后认可，或

者债权人能够证明债务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如子女教育、医

疗费用)。《解释一》明确规定，债权人主张债务用于家庭共

同生活的，需承担举证责任；若举证不能，则由举债方个人

承担(举证责任倒置)。

２．债务用途的精细化认定

以“日常家事代理权”划定债务范围，推定共同债务的

情形：单方为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小额借贷(如超市赊账)、

教育医疗等必要支出，即使未经另一方同意，仍视为共同债

务。 大额债务个案审查：超过日常家事代理范围的举债(如

借款投资、担保)，需结合资金流向、家庭消费水平等综合

判断。

(三)婚内财产分割的制度创新

因为夫妻在财产经济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他们只能选

择通过起诉离婚的方式来请求分割婚内共同财产，这可能会

导致婚姻关系的不稳定性。 因此，《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

六条突破“离婚才能分割财产”的传统，允许婚内分割共同

财产，但需符合“重大理由”(隐匿、转移财产、拒付法定抚

养义务)。《解释一》细化“重大理由”标准，列举包括“一

方父母患重大疾病需医治而另一方不同意支付费用”等情

形，强化对弱势方的及时保护。

(四)家务劳动价值的显性化补偿、离婚经济帮助

《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废除了“分别财产制”的

限制，不论夫妻选择哪种财产制度，承担较多家务的一方都

可以要求补偿。《解释二》进一步将补偿标准量化，包括负

担相应义务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对双方的影响以及给付方负

担能力、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以此确定补偿

数额。

《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条也规定了离婚时生活困难一

方，在具备相关条件的情况下，另一方应该给予适当帮助。

至于帮助的方式可以由双方协商确定；协商不成时，由人民

法院确定。《解释二》同时还将生活困难具体规定为年老、

病残、丧失劳动能力等。

这个规定对于树立尊重家庭、关怀家庭的新风尚具有积

极作用，也有利于照顾到那些对家庭有更多付出的人。 笔

者认为这里的“负有更多义务”显然不仅是指全职太太，也

应是指一方在外工作同时兼顾家庭子女一方而另一方对家庭

不负责任的“丧偶式婚姻”等情况。

(五)离婚时不动产分割的细化

由于不动产价值较大，离婚诉讼中夫妻双方在分割财产

上最具有分歧点、矛盾最突出的就是不动产如何分割问题。

且由于涉及该问题的法律在不断地更新、细化，许多人对于

婚前房产、父母购房、婚后加名、共同出资购房等问题认知

较模糊。《解释二》对此做出了回答。 首先，尚未办理转移

登记。 双方约定一方所有的房产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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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名下，应综合确定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以及是否由取得房

屋的一方给付另一方适当补偿。 该规定强调了约定对夫妻

双方的法律约束力，否认了任意撤销权。 其次，已经办理

转移登记。 若婚姻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房屋判

归给予方，视情形确定是否给予另一方适当补偿(此项规定

主要为了杜绝骗婚洗房者，维持婚姻的纯粹性)。 若婚姻时

间较长或者给予方有重大过错的，可由接受方保有该房产，

视情形确定是否给予另一方适当补偿。

同时，《解释二》明确了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的分割规

则，即明确约定出资部分只赠予出资人子女的。 若没有约

定，需区分是否全额出资：如果一方父母全额出资，无论房

屋登记在出资人子女的名下还是双方子女的名下，房屋均可

判归出资人子女所有，至于向另一方是否补偿则视情况而

定。 如果一方父母出资、双方父母出资一部分，或双方父

母出资的话，则以父母出资部分及比例，酌情考虑房屋由一

方出资，另一方取得房屋的同时，由取得房屋的一方向另一

方进行合理补偿。 该分割模式更多体现了保护出资人利益

的立法原意，也有利于平衡双方利益。

夫妻财产制度的现代意义

以夫妻共同生活为基础而发展完善的婚姻制度，见证了

我国法治多年的发展。 人们自古就有家国意识，对于维护

家庭和谐稳定而言，婚姻财产权是最关键的，基于夫妻共同

生活发展的夫妻财产制度的不断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为夫妻

双方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为夫妻共同奋斗而维护家

庭提供了动力。 此制度为降低夫妻婚姻破裂所产生的未知

的风险设置了防护堡垒，见证了我国法治的不断进步，更妥

善处置了债权人、家庭以及夫妻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无论是１９５０年或者１９８０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还是现行的《民法典》中的婚姻家庭编及其相关法

律解释，夫妻财产制度都是根据当时真实的情况及社会经济

发展状况决定的。 这些规定不仅体现了夫妻共同生活的需

要，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和进步，更好地营造良好

的法治氛围。

在法治不断完善的趋势下，夫妻财产制变得愈发重要。

第一，维护婚姻平等与利益均衡，即兼顾贡献与权利、平衡

剥削与被剥削：承认婚姻共同生活中的家务活动、抚育子女

等属于非经济性的贡献，有利于避免婚姻生活中小家生产财

富的强势一方以金钱为目的从被动的一方获取更多利益，在

离婚时处于被剥削一方的困境；承认婚前个人财产的独立属

性也有助于避免以婚姻为目的的其他个人获取对方婚姻生活

中的无偿利益，使婚姻只作为获得他人利益的工具。 第

二，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利于保护个人财产，使得

夫妻共同财产制更好地适应复杂财产状况：依法保护个人财

产(如婚前取得房屋等婚前财产、继承的个人财产)，既利于

个人发展生产，又避免了婚姻风险束缚个体创造财富的愿

望，在婚姻中收回更多财产的期待；通过法律规定股权收

益、投资收益等新兴财产制度的具体适用情形，减少了夫妻

共同财产制在诉讼中对相关具体财产的争议。 第三，有利

于家庭安稳、社会和睦，减少婚姻损耗，保护善意第三人，

对夫妻财产规则规定的明晰性，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夫妻财

产分配的确定性。 此外，对夫妻双方共同债务性质的规定

可以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保证市场主体交易安全。

第四，契合了法律的人性化和弹性化趋势，体现意思自治、

区分制性：允许夫妻以合意形式分配自身财产权利属于夫妻

约定财产制的重要内容，是对私法自治原则的适应性立法，

尤其对于高净值群体及高龄夫妻而言，合意的婚内财产分配

有利于保障和发挥财产在社会生活中应有的效能；在婚姻关

系结束时，给予婚姻主动终止一方以补偿，尤其是给予为共

同生活牺牲事业、工资的妻子相应的补偿，既体现了《民法

典》编纂者立法方法的娴熟，更展现了民法编纂者通过婚姻

制度，以社会事务干预为理念解决现实困惑和问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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