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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婚同居是在社会现实和当事人自由抉择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新型生活形式，老年人是非婚同居

的主要群体。因我国法律在相关领域有所缺失，大多数老年人权利意识薄弱，加之非婚同居财产权利归

属和责任承担并不明晰，导致老年非婚同居者的财产权益保护问题尤为突出。本文通过界定老年非婚同
居概念、分析老年非婚同居财产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从完善财产纠纷的法律调整方式、倡导老年人

订立非婚同居财产协议、规范老年非婚同居者的财产归属与债务承担责任三个方面对老年非婚同居者的

财产权益进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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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is a new form of life formed under the dual influence of social reality and 
the free choice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The elderly are the main group of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Due to the lack of relevant laws in China, the majority of elderly people have weak awareness of 
their rights, and the unclear ownership and responsibility of property rights in non-marital coha-
bitation, the issue of protecting the property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lderly non-marital coha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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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ts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This article defines the concept of elderly non-marital cohabita-
tion,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property relationship of elderly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and 
proposes to protect the property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lderly non-marital cohabitants from 
three aspects: improving the legal adjustment methods for property disputes, advocating for the 
elderly to enter into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property agreements, and regulating the property 
ownership and debt liability of elderly non-marital cohabitants. 

 
Keywords 
Non-Marital Cohabitation, Elderly, Property Rights and Interests, Legal Protec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及思想意识不断提高和改变，

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展现，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呈现出多元化倾向，非婚同居已成为一种

比较普遍的现象，与合法婚姻一起成为当下中国社会“家庭”的一种模式。非婚同居者多为以回避婚姻

为目的，为了趋“同居”之利，避“婚姻”之弊而选择同居[1]。而老年人选择非婚同居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为了老有所依，希望在精神和生活上能够互帮互助，但又不愿接受婚姻关系带来的麻烦，因此选择

同居以替代婚姻登记；二是为回避与子女之间关于老年再婚带来的各种矛盾，故以非婚同居方式进行妥

协。老年非婚同居的现象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数也越来越多，已经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因同

居而产生的财产析产等司法纠纷大幅增加，老年非婚同居者的财产权益保护随之成为亟待解决的法律问

题。本文以老年非婚同居为切入点，浅析老年非婚同居财产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并就如何保护财产权益

提出几点建议。 

2. 老年非婚同居概述 

2.1. 非婚同居的概念 

我国法律文本对“非婚同居”一词并无明确说明。根据《民法典》规定，登记是婚姻的形式要件。

与“婚姻”相对，“非婚”就等同于不登记或者不满足结婚实质要件的状态。对于“同居”，则是当事

人组成生活共同体，形成相对稳定的生活状态。婚姻家庭编明确规定有配偶者不得与他人同居，构成重

婚罪的还应接受严厉的刑事处罚。所以，对于属于违法行为的同居，不应列入非婚同居的范畴。综上所

述，非婚同居是指各自无配偶的双方当事人，以自愿为前提，未履行法定的婚姻缔结手续，在不违反法

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持续生活达一定期间所形成的共同生活体。 

2.2. 老年非婚同居的界定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升，促使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步开放，生活方式也逐渐

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非婚同居的生活形式，因此，同居关系的形态也具有多种形态。以同居者年

龄为划分标准，有青年同居与老年同居；以同居的主观因素为标准，可以分为“婚意”型同居和“非婚

意”型的同居；以性别标准划分，有异性同居与同性同居；以有无子女为标准，可分为有子女同居和无

子女同居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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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老年人是指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同时由于老人单身比例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在对老年

非婚同居进行界定时，应兼顾老年群体的实际情况，不硬性要求双方均达到老年人的年龄标准。因此，

可以将老年非婚同居定义为同居关系双方当事人的一方年龄为 60 周岁以上，互相没有配偶，未经婚姻登

记，且不属于非法同居或其他违法情形，在一段时间内持续稳定共同生活的事实状态。 

3. 老年非婚同居中财产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3.1. 非婚同居相关法律规则的欠缺 

目前，我国对非婚同居的立法态度是既不保护也不禁止。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1 条规定，对解除同居关系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对同居期间

财产分割或者子女抚养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而对非婚同居财产问题的处理，依据的是 1989 年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规定：“应首先向双方当事人严肃指出其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并视其违法情节给予批评教

育或民事制裁。”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对非婚同居财产处理是以非婚同居是违法为前提，是以批评教育、

制裁为目的的，但如前所述，合法性是非婚同居的应有之义，因此非婚同居者的财产权益在当下社会并

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 

3.2. 老年人财产权利意识较为薄弱 

老年人虽然有一定的权利意识，但在现实中，夫妻一体主义、“谈钱伤感情”的思想根深蒂固，加

之老年人在非婚同居关系中更看重的是感情陪伴和互相帮扶，维权意识较为薄弱。而且由于老年人自身

在同居前已经具备一定财产，其自身对同居后财产权的享有等问题的关注度也相对较小[2]，大部分老年

人不能合理的预见非婚同居可能导致的财产风险，不会事先签订财产协议、遗赠扶养协议等，对同居的

后果欠缺考虑，处理事情不够理性，遇事较为情绪化，对财产等问题的处理混乱。在相关民事诉讼中，

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而绝大部分老年人对有关法律知之甚少，在同居过程中，不会主动保存

证据，致使其自身合法的财产权益遭受侵害。 

3.3. 老年非婚同居者财产归属与债务承担不明晰 

老年非婚同居关系中的财产归属问题有二：一是同居前的财产归属不清。我国婚姻法对婚前财产

进行了较为明确的归属定性，即婚前财产一般归各自所有，除非双方有合法自愿的分配协议。但在非

婚同居领域却难以见到这样的制度[3]。二是非婚同居者同居期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财产混同。在老年

非婚同居财产纠纷中，不仅存在同居双方当事人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的混同情形，也存在子女等近亲属

的财产和老年人的财产混同的情形。当前我国确认同居财产的归属主要依据《意见》第 10 条 1，但该条

文对一方所得的个人财产未做规定，而且在老年非婚同居关系中，依靠一方的退休金或者工作获取收入，

另一方负责照顾家庭的情况不在少数，没有财产收入的老年人权益如何保障，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非婚同居存续期间可能产生以下类型的债务：同居双方合意为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所负债务；同

居一方为维持同居关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同居一方以维持同居关系为目的，但超出了共同生活需要

而产生的。第一种是基于双方共同的意思表示，认定为共同债务并按照民法典合同编和侵权责任编一般

规定调整即可。对于后面两种双方没有达成合意的情况，司法实践中通常根据《意见》第 11 条 2 的相关

 

 

1198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 10 条：“同居生活期间共同

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 
21989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第 11 条：“解除同居关系时，

同居期间为共同生产、生活而形成的债权，可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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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进行处理，但该规定内容比较笼统，且老年人非婚同居与一般合法婚姻间存在差异，导致对同居存

续期间的共同生活目的如何界定、同居关系当事人是否具有家事代理权、双方存在约定的情形如何处理

等问题难以解决，不利于老年非婚同居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4. 老年非婚同居者财产权益保护的建议 

4.1. 完善老年非婚同居财产纠纷的法律调整方式 

非婚同居现象在当下社会已经屡见不鲜，甚至成为一种比较常见的生活方式了。非婚同居是社会现

实和当事人自由抉择的双重影响，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并没有违背现行法律。非婚同居现象以及

非婚同居纠纷是不应当也不可能回避的，是一个应当引起关注和正视的社会问题。目前，民法典没有正

面回应老年人非婚同居财产关系中的问题，对非婚同居现象进行单行立法的条件和时机也并不成熟，但

在我国对非婚同居关系进行调整的历史长河中，大量的“批复”、“解答”、“意见”等司法解释为纠

纷处理提供了依据。此外，“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法律通过司法裁判维护其活跃的生

命力，判例具有详尽、具体、生动、直观的特点[4]，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公报中颁布的典型案例都对下级

法院的审判工作起着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作用，故颁布指导性案例也是一个对老年人非婚同居财产关系进

行法律调整的可行路径。 
因此，通过出台更加明确具体的司法解释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指导性案例的方式，统一老年人

非婚同居财产纠纷的法律适用标准，能够让社会现实中由老年人非婚同居所引发的系列棘手财产纠纷的

解决有据可依，从而合法、合理解决老年非婚同居关系中的财产纠纷，以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可以切

实得到维护。 

4.2. 倡导老年人订立非婚同居财产协议 

除了依靠法律，对于老年非婚同居财产权益保护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为签订非婚同居财产协议，既赋

予非婚同居老年人对同居期间财产归属以及如何分割的进行约定的权利，又保障了当事人选择不同于婚

姻生活模式的自由。财产协议本质上属于合同，在符合《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条件下，便可满足老年非

婚同居者在财产关系中的意思自治和个性化需求，对发生财产纠纷时的举证和权利保障作用也毋庸置疑。 
非婚同居财产协议可以作为同居财产关系处理的首要适用依据，如果双方有签订财产分配的协议或

者是契约，就可以按照协议和契约的规定要求来执行。同居当事人在选择同居时，可以在事先或事后就

同居前或同居期间的财产进行处分、收益、管理以及所有权等进行协商约定。协议的形式必须具备可以

为外人所知晓的方式存在，比如协议内容以纸质协议书或者录音、微信聊天等方式。同居协议的内容应

当限于财产内容，对涉及人身关系的内容不能进行事先约定安排，比如强行要求同居或涉及侵害人身自

由等违背法律强行规范以及善良风俗的条款应当无效。在同居协议的内外效力方面，根据“合同的相对

性”原理，同居协议仅在同居当事人之间产生法律效力，对于第三人不产生任何效力，如此也能够保护

第三人的合法利益。综上所述，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和社会公序良俗的情况下，同居协议的存在允

许当事人自行安排生活中的大小事务，可以有效解决老年人非婚同居财产关系中的一系列问题，政府机

构、社会自治组织和当事人亲友等相关主体应当积极引导老年非婚同居关系当事人通过订立有效的财产

协议，明确他们之间的财产关系，同时还应当加大老年人对财产权利相关法律法规、典型案例的宣传和

推广力度，引导老年人正确认识非婚同居财产问题，以维护其财产权益。 

4.3. 规范老年非婚同居者的财产归属与债务承担责任 

首先，明确老年非婚同居的财产归属应当在约定财产制的基础上，以分别财产制为主、共同财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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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辅。同居关系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协议约定的，则按约定处理，以体现对当事人自身意愿的充分尊重；

若无约定，在同居期间个人所得的财产及购置的物品仍属于其个人财产，共同所得收入以及共同出资购

置的生活必需物品归双方共同所有，无法确定所有权归属的，按共同共有财产处理，但价值特别巨大的

财产除外。具体而言，保持老年非婚同居者经济上的独立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财产纠纷降低生活质量，

也符合其选择非婚同居的初衷，但是共同生活中，即使双方的经济再互相独立，也难免会有所交叉，此

时一方出资为共同生活而购置的必需物品，由于依赖于当事人之间的同居关系及共同生活的存在而存在，

可以认定为共同共有的财产。而房屋、车辆等价值较大财产，直接认定为共同共有财产，对出资一方来

说不公平，即使是为了双方共同生活所购买的，也不宜认定为共同共有，应归属于出资方。此外，对于

在非婚同居关系中为共同生活作出非经济贡献的一方，遇到非婚同居关系解除的情形，需要尽可能地给

予弱势一方一定的经济补偿，确保其可以享受基本的生活保障[5]。 
其次，在规范老年非婚同居期间债务承担责任问题上，若同居财产协议中约定了债务相关内容，则

以约定为先进行调整，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没有对债务进行约定的，若以自己名义所负的个人债务

应由个人承担；共同债务则涉及家事代理权的问题，有无家事代理权决定着一方为共同生活举债是否能

够代表另一方的意志，从而决定另一方是否承担连带责任[6]。对于老年非婚同居关系，可以参照婚姻关

系的家事代理权，即一方当事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该债务是为同居共同生活所负，那么该项债务是满足

双方基本生活需要的一般开支，则可以列为共同债务，由同居老年人双方共同承担，但同样需要注意的

是，金额明显超出日常生活所需的债务也不能被认定为共同债务，仍然应由个人承担。 

5. 结语 

随着社会多元化发展、价值观念发生转变，非婚同居成为一种新的家庭生活方式，受到老年群体的

广泛选择。老年群体作为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保护其合法权益尤其是财产权益，也就是保障老年人的幸

福生活，这是整个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应当不断完善相关领域的司法解释，给予非婚同居财产

纠纷具体全面的指导，同时引导老年人加强自身财产保护意识、签订同居财产协议，明确非婚同居财产

归属与债务承担，对老年非婚同居者的财产权益进行有效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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