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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民法典》中婚姻家庭编部分虽然已经尽可能地详尽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问题，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了初步浅显的探索研究，首先分析了夫妻共同债务的概念

和特征，其次简要阐述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立法标准，然后剖析了夫妻共同债务存在的问题，最后结

合学术界众多观点以及法律条文规定对于完善夫妻共同债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因地

区、家庭的不同，因此具有特殊性和多样性，在处理债务问题时应根据当地法律法规和相关案例，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保证公平合理性，避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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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joint matrimonial debt is a complex one. It can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us-
es in small ways and the marriage rate in large ways. Although the part on marriage and family 
volume in China’s Civil Code has provided for the issue of joint debts of spouses in as much detail 
as possible, 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 In 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joint debts of husband and wife, we have carried out a preliminary and superficial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firstly analyzed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oint debts of husband and 
wife, secondly briefly elaborated the legislative standard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joint deb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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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sband and wife, then analyzed the problems of joint debts of husband and wife, and finally com-
bined with many views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the provisions of the law to improve the 
joint debts of husband and wife put forward my own views. The issue of joint matrimonial debt is 
unique and diverse, depending on the region and family, and should be dealt with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relevant cases, with specific analysis to ensure fairness and 
reasonableness and avoid the phenomenon of “different judgments in the sam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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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观不断发生改变，两个原本陌生的男女因爱情结为合法夫妻、建立小

家庭，必然会发生消费观上的碰撞，虽不断磨合，但也并不会完全一样，在生活当中夫妻有共同财产，

也会因为各种原因产生债务，当涉及到偿还问题时，债务是属于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显得尤为重

要。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认定也一直以来都是法律界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中所承担

的债务，无论是共同债务还是个人债务，都会影响到双方的生活和财产。为了夫妻感情的和谐、稳定以

及社会的安定，将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处理妥当十分重要。 

2. 夫妻共同债务的概述 

2.1. 夫妻共同债务的概念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民族多样性且各地方的经济水平和风俗习惯各具差异，因此对于夫妻共同债务

的概念，现阶段我国还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其进行定义，学术界不同学者对于此概念也持有不同的观

点。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夫妻双方在结为合法婚姻关系后，因夫妻双方经营家庭、生

产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由一方或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债务[1]；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夫妻共同债务指的是

夫妻共同意思产生的债务。二者都有局限性，并不能涵盖所有情况。 
夫妻共同债务是指正处于或曾为合法夫妻的男女双方产生的、所需要共同承担的债务。它是在夫妻

双方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不仅包括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形成的债务，也包括夫妻双方在

婚姻关系存续前所形成的债务。基于以上表述，笔者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概念总结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

产生的债务，或者于合法有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于夫妻日常生活开支、利益共享的生产经营活动、

赡养老人、抚养子女以及亲友借款等产生的债务，均视为夫妻共同债务。由于实际生活中存在多种情况，

对于具体的案件，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 

2.2. 夫妻共同债务的特征 

第一，夫妻共同债务的主体是合法夫妻双方。夫妻共同债务存在的前提是存在或者曾经存在合法的

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作为债务主体。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共同意思所负担的债务，用于例如赡养

老人、抚养子女和共同生产经营等产生的债务是夫妻双方共同负责的，而不是由其中一方承担的个人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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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哪怕当时夫妻双方之间的关系不和谐或者不在一起生活，这个夫妻共同债务也是需要一起承担的。

另一种情况是夫妻双方已经离婚，但是债务是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产生的由一方为了家庭生活而做出的

合理支出以及双方并没有共同意思明确表明债务由一方承担，此时债务则为夫妻共同债务，哪怕是夫妻

双方已经离婚了，这个债务也需要曾经是夫妻的双方共同承担。但是如果二人仅是同居关系，并未结为

合法夫妻，那么同居期间由于二人共同生产生活而产生的债务则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第二，夫妻共同债务存在多种形式。具体可分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产生的债务、夫妻经营家庭产生

的债务或者夫妻由于履行法律义务产生的债务等形式。夫妻共同意思产生的债务也就是“夫妻合意型公

债”[2]，《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 1064 条的相关规定提到夫妻于婚姻存续期间共同意思产生的债务

共同签名表示愿意共同还债或者是夫妻其中一方事后追认愿意共同承担债务都将视为夫妻共同债务，由

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偿还责任。夫妻经营家庭产生的债务一般指的是夫妻双方用于家庭日常生活支出(比如

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购买日常生活用品、购买夫妻共同所有的车和房等，或者夫妻以共同财产进

行投资、经营生意等产生的债务，以上均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履行法律义务，比如赡养老人、抚养

子女过程中产生的债务，比如子女教育花费、老人医疗费用等，也都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还有其他形式

也可视为夫妻共同债务，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第三，夫妻共同债务的形成时间不特定。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形成时间，实践界和理论界普遍定义

为“夫妻有效合法婚姻关系的存续期间”，也就是夫妻正式登记结婚起到解除婚姻关系为止的这段时间。

对于已正式登记结婚但尚未在一起居住、吵架冷战分居期间或者已申请离婚但还未正式解除婚姻关系期

间也属于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男女双方还未正式登记结婚之前，为了二人的婚礼或者购

买二人婚后生活物品而产生的债务，也有视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可能。另外，夫妻二人离婚后因抚养子女

产生的债务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第四，夫妻共同债务遵循公平分配的原则。在进行债务分配时需要考虑夫妻双方的财务状况等多方

面的因素，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夫妻双方在离婚时，需遵循合理公平的原则对夫妻双方的共同债务进

行分配。具体来说，就是需要根据债务产生的原因、具体金额大小、债务性质以及夫妻双方的财产状况

等多方面的因素进行考量，按照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分配。 

3.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立法标准简析 

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应由双方共同承担，但法律同时也规定了夫妻

间债务的认定标准，以下将从几个方面详细阐述。 

3.1. 夫妻共同合意标准 

在处理夫妻共同债务时，共同合意标准是指夫妻双方达成的一致意见和原则，用于确定如何分担和

解决这些债务。《民法典》第 1064 条第一款提到了“共债共签”原则，其中包含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夫

妻在共同意思的基础上借款时，共同在还款协议上签字表示债务夫妻共同承担；另一种是在借款时夫妻

只有一方在还款协议上签字，另一方在事后追认签字表示愿意共同承担债务。日常生活中债务形式复杂

多变，因此夫妻共同合意标准也不仅限于第一款。《民法典》第 1064 条第二款还提到由合法夫妻的其中

一方所负债务如果可以被证明是在夫妻双方共同意思的基础上产生的债务[3]，那么此债务另一方未签字

的情况下也可视为夫妻共同债务。此外，也有学者认为，男女双方登记结婚成为合法有效的夫妻后，在

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其中一方担任日常家庭事务代理权的情况下，代理方由于处理日常家庭事务而产生

的债务，也属于夫妻共同合意产生的债务。随着社会的进步，夫妻债务也在产生变化，在实际处理债务

纠纷中面临很多挑战，既要考虑当事人的意愿和真实意思表达，又要平衡多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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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公正合理。夫妻共同合意标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多方当事人的权益，有效维护了交易安全，

减少了很多债务债权纠纷事件的发生，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虽有不足、不全面之处，立法者已

在努力完善改进。 

3.2. 家庭日常事务代理标准 

《民法典》第 1064 条第一款规定了合法夫妻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因处理日常家庭事务而产生的债

务则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它是对第一款前半句关于夫妻其中一方因处理日常家庭事务而产生的债务属于

夫妻共同合意债务的推进和补充。《民法典》第 1060 条规定合法夫妻双方平等地享受日常家庭事务代理

权，在处理日常家庭事务时有权独自做出决定并对另一方产生效力[4]。这里的日常家庭事务一般包括日

常生活琐事(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抚养子女、赡养老人等，日常家庭事务支出是夫妻二人共同生活、履行

义务所必须做出的开销。因为日常生活琐事繁多，比如买菜、买油盐等此类小事发生时，夫妻二人不可

能做到同时都在场或者随时都要征得对方同意再进行购买，此时就需要一方做出决定，另一方可以不知

情，因日常家庭事务支出而产生的债务，另一方也不可以因不知情为理由拒绝承担偿还责任，夫妻二人

同样对于此类债务负有法律责任。当债权人要求举债人偿还债务时，如果债权人证明举债人将借款用于

日常家庭事务，那么此项债务则为夫妻共同债务，则由夫妻二人共同偿还，如果举债人对于此项借款还

有超出日常家庭事务之外的用途，则需另外考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3.3. 夫妻共同用途标准 

债务的用途也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之一。共同用途一般指的是合法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用于

共同生活、共同消费、共同生产经营所产生的债务[5]。这项债务有时候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所共同

负担的债务，当然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有时候是夫妻其中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用于日常家庭事务之外

的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虽然不是以夫妻共同意思形成的，但是举债人配偶也享受由此债务带

来的利益，由《民法典》第 1064 条规定，经债权人举证，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共同生产经营指的是夫

妻共同经营或者投资企业或事业，或者是夫妻共同为某一目的所借贷的资金，如购房、创业等，夫妻二

人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夫妻共同用途标准避免了由于夫妻二人商议假离婚，债务由其中一方承担，帮

助另一方逃避承担债务与相应的法律责任此类情况的发生，也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非举债配偶的

合法利益，有效维护了家庭和社会的稳定。但是实际生活中，由于家庭生活习惯的不同、经济条件的差

异导致消费习惯各异，关于债务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生产经营的证明目前规定中尚未有具体的解

释和明确的界定[6]，作为处于夫妻家庭生活之外的第三人，债权人有时难以出具有效证据证明此债务是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生产经营，这对于债权人的举证造成一定的困难，也使得债权人难以有效维护自

己的合法利益。 
在实际生活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和判断。

如果夫妻之间存在争议，可以咨询律师或者向法院寻求帮助。 

4.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4.1.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存在的问题 

4.1.1.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尚未明确 
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立法标准简析中论述了合法夫妻双方对于日常家庭事务都有代理权，对于日

常家庭事务方面的支出夫妻一方可以不用告知另一方，便可自行做出处理决定，夫妻其中一方由于代理

家庭日常事务所负的债务视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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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水平、风俗习惯和不同家庭的消费观念各具差异[7]，对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判定很难

划分一个具体的标准。在实际案件中，法官通常按照用途标准和金额标准进行判定，由于是否用于日常

家庭事务有时难以判定，所以金额标准是在处理夫妻代理日常家庭事务所负债务的案件中的常用标准，

但是此标准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家庭，有的家庭间条件相差巨大，用此标准判案往往造成“同案不同判”

的现象，同时也可能会对夫妻中非举债方的合法利益造成侵害。 

4.1.2. 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 
根据《民法典》规定，债权人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具有举证责任，由债权人举证夫妻将债务用

于家庭日常生活或者夫妻共同生活、生产经营，此债务便可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承担偿还

责任。但是实际生活中，债权人作为外在于夫妻生活家庭之外的一员，很难拿出证据证明债务是用于夫

妻共同生活或者生产经营，由于债权人的证据不足，将导致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无法得到有效维护。也可

能有部分举债人与债权人私下沟通，恶意侵害夫妻中非举债人的利益[2]。因此，一味地依靠债权人举证

才能判定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会导致债权人压力过大，不利于债务纠纷的解决，同时也可能会影

响家庭和社会的安定[4]。 

4.2. 完善中国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建议 

4.2.1. 确定“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一般包括购买家庭日常用品(柴米油盐酱醋茶等)、赡养老人、未成年子女抚养

及教育费用、医疗费用、水电费和燃气费等费用支出。但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变得复杂起来，并不局限于以上范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消费习惯，“家庭日常

生活需要”型夫妻共债案件的处理也变得复杂。对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范围的界定应当根据当地的

经济水平、风俗习惯以及当事人夫妻的消费习惯和家庭经济情况等，结合当地居民家庭日常消费种类综

合进行判定，对于特殊情况应当补充在法律中并做出清晰规定[8]。对“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作出

初步界定，使法官在处理实际案件时有标准可依，避免主观观念影响案件判定，尽量平衡债权人、债务

人以及债务人配偶的合法利益。对于一些明显不属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事项也应作出明文规定，

将其排除在外。 

4.2.2. 合理划分举证责任 
债权人在夫妻共同债务中的地位相对较为弱势。因为债权人并不了解夫妻的经济状况，如果夫妻离

婚或者债务人出现违约，债权人很难拿出有力的证据追究夫妻各自的债务责任，因此仅将举证责任归为

债权人，这对债权人来说不公平，也将不利于债务纠纷的处理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应当将举债责任合理

的划分给债务人、债务人配偶、债权人三方共担，让债务人也承担到一定的举债责任。当划分举证责任

时，首先应当确定债权人在出借款项时是否履行了合理的义务，例如债权人在出借款项时是否采用录音、

书面等形式确认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如果债权人已履行以上义务，那么债务人有证

据证明债务确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且债务人的配偶没有证据驳斥的情况下，则该项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1]。作为债务人的配偶如果不想“被负债”的话，应当注意清晰债务人对于借款的用途等，并且明确

自己是否有与举债人合意负债的立场，当“被负债”时积极寻找有力证据驳斥，保障自己的合法利益。 

5. 结语 

在实际生活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时有发生，一些财产纠纷的案件也常常涉及到夫妻共同债

务的认定。因此，深入探讨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完善和细致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标准，对于解决纠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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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维护夫妻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夫妻感情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解决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时，

既要考虑夫妻关系的特殊性，又要尊重法律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具有相对的灵活性。还应考虑到债权人

的合法利益，合理划分举证责任，平衡好债权人、债务人以及债务人配偶三方的利益。对于特殊案件要

特殊处理，并及时补充条文规定，减少“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认定问题是一个

十分复杂和敏感的问题，需要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的共同努力来解决。相信在司法界以及学界的共同努

力下，夫妻共同债务能得到更好地完善和更充分合理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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