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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同债务究竟如何认定？

新华社电 １７日 ， 迎来农历
十二月， 也就是民间俗称的 “腊
月”。 进入 “腊月” 后， 年味渐
浓， 戊戌狗年的脚步也越来越近
了。 天文专家表示， 农历戊戌狗
年是一个平年， 共有３５４天。

天文年历显示， 即将过去的
农历丁酉鸡年从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８日
开始 ， 至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５日结束 ，
共计３８４天。 即将到来的农历戊
戌狗年从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６日开始 ，
到２０１９年２月４日结束， 共３５４天。

同样是农历年， 长度为何相
差一个月？ 天文教育专家、 天津
市天文学会理事赵之珩解释说，
在阳历中， 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
为一回归年， 平年３６５天， 闰年
有３６６天。 而我国传统的农历是
以月亮圆缺变化的周期为依据，

一个月约２９．５３０６天 ， １２个月为
３５４天或３５５天， 比阳历年少了１１
天。 如果任由农历和阳历间的天
数如此相差下去， 那就会出现春
节在夏天过的现象。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古人采
用设置闰月的方法。 现行农历置
闰方法是 “十九年七闰”， 即在
１９个农历年中加上７个闰年。 农
历闰年因为多了个闰月， 因此一
年有３８３天～３８５天左右 ， 而农历
平年一般有３５３天～３５５天。

赵之珩介绍说， 即将过去的
丁酉鸡年有一个 “闰６月 ”， 因
此 ， 这个农历年共有 ６个小月
（每月２９天） 和７个大月 （每月３０
天）， 一年共有３８４天。 而即将到
来的戊戌狗年是平年， 有６个大
月和６个小月， 共有３５４天。

农历戊戌狗年共有354天

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铁路
总公司获悉， 1月18日起， 铁路
部门对互联网订餐服务进行升
级， 订餐预订时限由开车前2小
时压缩至开车前1小时， 同时推
出 动 车 组 列 车 地 方 特 产 预 订
服务。

2017年7月17日 ， 铁路部门
推出了动车组列车互联网订餐服
务， 乘坐动车组出行的旅客， 通
过12306网站、 手机客户端等平
台即可预订指定的车站餐食， 下
单成功后， 服务人员会把餐食送
到列车席位上， 网上订餐下单或

取消时间不晚于配餐站图定开车
前2小时。

为进一步满足广大旅客需
求， 提升服务质量， 铁路部门自
2018年1月18日起， 将订餐时限
由开车前2小时压缩为1小时。 同
时丰富供应品种， 推出沿线地方
特产预订。

铁路部门提示 ， 地方特产
预 订 服 务 流 程 与 网 络 订 餐 一
致 ， 旅 客 下 单 成 功 后 ， 铁 路
站 车 服 务 人 员 会 把 地 方 特 产
送 到 预 订 旅 客 指 定 的 车 厢 和
席位上。

铁路部门互联网订餐服务升级

2011年， 20岁的赵磊从浙江
打工的地方回到故乡———陕西省
安康市汉滨区早阳镇寨垭村， 开
始尝试在这个山多人稀的深度贫
困村里饲养山羊。 从十几只羊起
步， 赵磊认真钻研选育、 放养、
防疫等相关技术， 所放养的山羊
逐渐被当地市场认可。

随着养殖规模日益扩大， 赵
磊开始找乡亲们一起饲养。 “我
给大家免费提供小羊， 等养大后
再按重量以一定的价格回购， 一
户村民放养两只的话第一年就有
1500元左右的收入， 乡亲们逐渐
有了积极性。” 赵磊说。

2013年， 赵磊在村里发起成
立了山里源生态牧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 以吸引更多的村民加入到
放养山羊的队伍中。 为了规范经
营， 打出品牌， 2016年， 赵磊又
成立了山里源现代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 ， 拓展山羊销路 。 截至目
前， 合作社已发展78户村民参与
山羊放养。

如今， 赵磊的 “羊事业” 已
发展成 “公司+合作社+贫困户”
的模式， 通过回购山羊、 雇佣工
人、 土地流转入股等形式使村民
获得收益 。 2017年全村出栏近
500只山羊， 带动53户贫困户增
收。 图为1月16日 ， 赵磊 （左 ）
在给贫困户寇长福家放养的山羊
喂食。

据新华社

最高人民法院17日发布司法
解释， 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
排除以及举证证明责任分配等问
题进行细化和完善。

夫妻共同债务究竟应如何认
定 ？ 为何将 “家庭日常生活需
要” 作为重要认定标准？ 能否解
决近年来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
“离婚后被负债” 问题？ ……这
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
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有关问题的解释》 发布后， 最高
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程
新文就相关焦点问题接受了记者
采访。

记者： 这份司法解释强调 ，
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
事后追认以及以其他 共 同 意 思
表示形式所负的债务 ， 属于夫
妻共同债务。 这样规定的目的是
什么？

程新文： 这一规定强调夫妻
共同债务形成时的 “共债共签”
原则， 意在引导债权人在形成债
务尤其是大额债务时， 为避免事
后引发不必要的纷争， 加强事前
风险防范， 尽可能要求夫妻共同
签字。

这种制度安排， 一方面有利
于保障夫妻另一方的知情权和同
意权， 可以从债务形成源头上尽
可能杜绝夫妻一方 “被负债” 现
象发生； 另一方面， 也可以有效
避免债权人因事后无法举证证明
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遭受不
必要的损失。

记者 ： 司法解释为何要将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作为夫妻
共同债务的重要认定标准？ “家
庭日常生活” 的标准是什么？

程新文： 通常所说的 “家庭
日常生活”， 学理上称之为日常
家事。 日常家事代理制度， 是指
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事务而
与第三人交往时所为的法律行
为， 视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并由
配偶承担连带责任的制度。

我国民法学界、 婚姻法学界
通说认为， 婚姻是夫妻生活的共
同体， 在处理家庭日常事务的范
围内， 夫妻互为代理人， 这是婚
姻的当然效力， 属于法定代理。
因此， 在夫妻未约定财产分别制
或者虽约定但债权人不知道的情
况下，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
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应
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国家统计局有关统计资料显
示，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种类
主要分为食品、 衣着、 家庭设备
用品等八大类。 家庭日常生活的
范围， 可以参考上述八大类家庭
消费， 根据双方的职业、 身份、
资产、 收入、 兴趣、 家庭人数等
夫妻共同生活的状态， 和当地一
般社会生活习惯予以认定。

需要强调的是， 家庭日常生
活需要是指通常情况下必要的家
庭日常消费， 主要包括正常的
衣食消费 、 日用品购买、 子女
教育、 老人赡养等各项费用， 是
维系一个家庭正常生活所必须的
开支。

记者： 夫妻共同生活的范围
很广， 超出家庭日常生活范围之
外的夫妻债务， 如何界定是否属
于共同债务？

程新文： 司法解释规定， 对
于上述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 需要债权人举证证明， 即如

果债权人能够证明夫妻一方所负
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 共同
生产经营 ， 或者基于夫妻双方
共同意思表示的， 可以认定为夫
妻共同债务， 否则对其主张不予
支持。

有的债务超出家庭日常生活
范围， 但是由夫妻双方共同消费
支配或者形成共同财 产 ， 或 者
基 于 夫 妻 共 同 利 益 管 理 共 同
财 产 而 产 生 ， 也 属 于 夫 妻 共
同债务。

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情形更为
复杂。 主要是指由夫妻双方共同
决定生产、 经营事项， 或者虽由
一方决定但得到另一方授权的情
形。 判断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属于
夫妻共同生产经营， 要根据经营
活动的性质以及夫妻双方在其中
的地位作用等综合认定。 夫妻从
事商业活动， 视情适用公司法、
合同法、 合伙企业法等法律及其
司法解释的规定。

夫妻共同生产经营所负的债
务一般包括双方共同从事工商
业， 购买生产资料所负的债务，
以及共同从事投资或者其他金融
活动所负的债务等。

记者：那么，在夫妻债务纠纷
中， 债务究竟是否属于夫妻共同
债务，应由哪一方来举证证明？

程新文： 从举证责任分配的
角度看 ， 夫妻债务可以分为两
类： 一是日常家事范畴内的共同
债务， 二是超出日常家事范畴的
共同债务。

对于日常家事范畴内的债
务， 债权人一般无需举证， 配偶
一方如果主张不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 则需要举证证明举债人所负
债务并非用于家庭日常生活。

对于超出日常家事范畴的债
务， 原则上不作为共同债务， 债
权人主张的， 需要举证证明。 如
果债权人不能证明夫妻一方超出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用
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产经营
或者基于夫妻共同意思表示， 则
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实际上， 债权人如为避免举
证困难， 完全可以事前防范， 在
形成大额债务时要求夫妻双方签
字， 体现夫妻双方的意思表示。
不仅方便举证， 更能避免纷争。

记者： 目前， 社会各界对婚
姻法司法解释 （二） 第二十四条
实施以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 “离
婚后被负债” 等问题反映强烈。
这次出台的司法解释能否解决相

关问题？
程新文： 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３

年起草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 ）
时， 司法实践中反映较多的情况
是夫妻以不知情为由规避债权
人， 通过离婚恶意转移财产给另
一方， 借以逃避债务。 最高法由
此确定了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
第二十四条， 出台后有效遏制了
夫妻 “假离婚 、 真逃债 ” 的现
象 ， 较好地维护了市场交易安
全， 保护了善意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近年
来有关夫妻债务的认定也出现了
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夫妻一方串
通第三人 “坑” 另一方的情形凸
显 。 对此 ， 最高人民法院已于
2017年2月28日发布司法解释明
确虚假债务和非法债务不受保
护， 并下发通知强调审理涉及夫
妻债务案件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
结合原则、 保障未举债夫妻一方
的诉讼权利等。

夫妻债务认定是一个非常复
杂的问题 。 这次发布的司法解
释， 进一步明确了夫妻共同债务
的认定标准， 并合理分配举证责
任， 体现了双向保护的原则， 解
决了配偶一方超出家庭日常生活
需要大额举债， “被负债一方”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背负沉重
债务问题 。 人民法院既要依法
保护善意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又
要依法保护夫妻特别是未举债一
方的合法权益。 既不能让夫妻一
方承担不应该承担的债务， 也不
能让本该承担债务的夫妻一方逃
避责任。

记者： 对公众而言， 如何在
这 类 纠 纷 中 保 护 好 自 己 的 合
法权益？

程新文： 对于债权人一方而
言， 负有审慎注意义务。 如果担
心举债一方不能及时或者无力偿
还所借债务， 就应当让举债一方
的配偶共同签字， 从而为债权的
实现提供保障。

对于未举债的配偶一方而
言， 由于和举债一方存在夫妻关
系， 从缔结婚姻关系那一刻起，
夫妻即相互享有家事代理权， 不
需要一方的特别授权 。 也就是
说， 在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
内， 配偶一方当然可以代表另一
方处理日常事务。 但是， 对于超
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支出、 较
大数额的举债等， 必须夫妻双方
协商一致。 一方不得未经另一方
同意， 擅自进行处分。

据新华社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解读夫妻债务纠纷案件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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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羊总管”赵磊的返乡创业路

新新时时代代 新新气气象象 新新作作为为

漫画绘制 陶小莫

开车前1小时可订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