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亮生活
与法同行典典

2020 年 5 月 28 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自
2021 年 1 月 1 日 起 正 式 施
行。民法典的每一项条款都
紧 密 关 联 着 我 们 的 日 常 生
活，是一部让我们一生有法
可依的法律。今年 5 月是第
五个“民法典宣传月”，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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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父母资助子女的资金，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被视为借贷？对此，海南终确律师事
务所律师李娇萍介绍，要将父母对子女的
资助认定为借贷，必须有明确的借贷合意
表达，通常表现为书面借条、借贷协议或双
方明确的口头约定。此外，借款用途应当
具体明确，最好能提供相关证据如银行转
账记录等辅助材料来证明款项确实用于借
款目的，例如购房、医疗费用等大额支出。
若缺乏上述证据，尤其是当资金转移发生
在家庭成员之间时，法院可能会倾向于认
为这是一种赠与而非借贷。

李娇萍表示，依据民法典第1064条规
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需满足以下任一
条件：一是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一方事后
追认，即共同意思表示；另一个是用途关联
性，也就是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
产经营。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主要围绕
上述规定中的“共同意思表示”和“用途关
联性”展开审查。该案中，林某在离婚诉讼
期间单方面补签借条，而谢某全程不知情
且未签字，表明缺乏共同举债的合意。同
时，尽管周某提供了转账记录，但这些记录
并未注明借款用途。微信记录显示款项多

用于家庭日常开支（如医疗费垫付），更符
合赠与而非借贷的特征。另外，作为债权
人的周某，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笔款
项被用于林某、谢某夫妻共同生活或经营，
因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李娇萍提醒，在涉及家庭经济交往时，
情感纽带不应替代法律规则。无论是出资
方还是配偶方，都应当树立证据意识，通过
规范的法律行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
处理类似问题时，应注意保留相关的书面
文件和其他证据材料，以便日后发生争议
时能够有效保护自己的权益。

律师说法：债务产生与另一方无关，不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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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经过：婚后长期分居，矛
盾积累婚姻终破裂

长期居住在五指山市的男子明某与家
住三亚市的女子才某相识于 2000 年初，
双方经过互相了解，于2003年 12月登记
结婚。婚后，因为生活习惯和一些生活琐
事，才某和公公婆婆相处得不太愉快。且
因工作原因，才某长期居住在三亚市，和
明某聚少离多。但在磕磕绊绊和相互体
谅中，二人在 2008 年年底生下了长女大
明（化名），2013 年年中又生了次女小明
（化名）。此后，小明一直和才某在三亚市
生活和上学。

虽然生育了两个孩子，明某和才某的感
情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好。反而经常因为
孩子的教育问题和生活琐事，多次与公公婆
婆发生争吵。2018年，家庭矛盾激化，才某
将2个孩子带到三亚一起生活。

2020年，明某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向
当地法院起诉离婚。因才某不愿离婚和双
方感情未破裂等因素，一审法院判决不准许
二人离婚。2022年，明某又再次起诉离婚，

依然未获法院支持。
2024年，明某第三次提起离婚诉讼。

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准予离婚，并
将2个未成年女儿的抚养权均判归明某，双
方各自名下的存款及债务归各自所有，不予
分割，才某每月支付抚养费300元。才某不
服判决，向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多次起诉离婚且
分居，通常被视为感情破裂

三亚中院受理案件后，依法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庭审中，才某表示，双方感情还没有
破裂，她不愿意离婚。她虽然和明某异地分
居，但孩子需要父亲，愿意和明某继续维持婚
姻关系。一审法院将大明、小明的抚养权判
归明某，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小明自幼在三亚长大，日常生活和学习一直
由她负责照料和陪伴。她身体无重大疾病，
性格温和，生理条件完全适合抚养子女。虽
已退休，但是有稳定的退休金可以支撑日常
开支，且娘家也会给予相应的支持。

才某表示，自己自2018年以来，都是
她独自一人抚养两个女儿，照顾他们在三
亚的生活和上学。明某在此期间，从未给
过她们母女三人任何经济援助，足以说明
其有能力可以照顾子女生活，并且自幼就
相依相伴，也为母女三人建立了深厚的感
情，法院判决应该按照最有利于子女成长
的原则划分抚养权，但一审判决并未充分
审查两个女儿的现状，只是从经济收入角
度片面地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将小女
儿的抚养权判归明某，对于经济收入略强
的明某来说，不仅增加了其负担，也导致原
本就对大女儿照顾不够的明某更加没有精
力照顾小女儿。

明某辩称，他父亲离世时，才某没有参
加葬礼，也不让孩子上香，平时也不让孩子
叫爷爷奶奶。如果大女儿跟他生活，小女
儿跟才某一起生活，抚养费可以互相抵消，
但才某必须搬离明某父母的房子。

三亚中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民法典第

1079条，如果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
应当准予离婚。该案中，明某已经第三次起
诉离婚，且之前两次均被判决不准离婚，这说
明双方矛盾长期存在难以调和，而且双方已
异地分居多年。一审法院支持明某离婚请
求，符合法律规定，因为多次起诉离婚且分居
的情况通常被视为感情破裂的证据。

三亚中院认为，子女抚养权的判决应最
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一审法院将两
个女儿都判给明某，但考虑到小女儿长期由
才某照顾，且生活环境稳定，考虑到孩子现
有的生活状况和父母的抚养能力。才某虽
然收入较低，但有退休金和家庭支持，且实
际照顾孩子，应改判小女儿由才某抚养。

最终，三亚中院综合考虑子女实际生活
状况，改判小女儿由才某抚养，明某需支付
小女儿每月抚养费700元。

律师说法：多次起诉加上分居
证据，可强化“感情破裂”认定

在该案中，明某三次起诉离婚，前两次
被法院驳回，第三次才获法院支持。在离婚
诉讼中，感情破裂该如何认定，一定要起诉
三次才能被认定为感情破裂吗？抚养权判
给谁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记者就此采访了
海南瑞伊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积祯。

陈积祯介绍，起诉离婚三次不一定会判
离婚，但是多次起诉加上分居证据（如异地
工作、矛盾记录），可强化感情破裂认定。三
亚中院认为“多次起诉+感情消耗殆尽”符
合民法典第1079条离婚条件。

陈积祯表示，抚养权判给谁的关键因素
是孩子实际生活状况（如长期跟随一方生
活）、父母经济能力、陪伴时间均是核心考
量，若想争取抚养权，需提供照顾子女的日
常证据（如缴费记录、家长群沟通），尽量保
留子女生活支出凭证、日常陪伴记录（如照
片、聊天记录），证明实际抚养能力。

陈积祯提醒，婚姻解体不仅是情感问题，
更涉及子女成长与财产权益。若矛盾不可调
和，尽早收集分居、财产证据，减少诉讼成本，
才能在诉讼中最大限度保障自身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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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省 一 对 结 婚 20 年 的 夫
妻，因长期异地分居，导致家庭
矛盾难以调和。男方明某 3 次
向法院起诉离婚，最终在 2024
年 11 月获得终审判决——准许
离婚。该案中，夫妻感情是否
破裂和 2 名未成年女儿的抚养
权 归 属 ，成 为 双 方 争 议 的 焦
点。在第三次起诉离婚中，一
审法院判决准予离婚并将 2 个
女儿抚养权均判归男方，女方
不服后上诉。二审法院综合考
虑子女实际生活状况，改判小
女儿由女方抚养，男方需支付
小女儿每月抚养费 700 元。

儋州女子谢某刚离婚，便被前婆婆周某起诉偿还借款 13.25 万元，同时被起
诉的还有她的前夫林某。周某提交的“证据”则是林某签下的多张借条。

这些“借款”到底算不算夫妻共同债务？是否有法律依据？

夫妻一方私下借款
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三亚云女士咨询：我和我老公目前正在闹离婚，最

近我发现他之前以夫妻的名义向亲戚朋友借钱，但是钱
去哪里了我不知道。请问，夫妻一方私下借款，另一方
是否需要共同偿还？

解答：要看具体情况，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夫妻共
同债务需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双方共同签字或事后追
认；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如
医疗费、子女教育）；债权人能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
活或经营。

但若借款用于赌博、吸毒等非法活动，或超出家庭合
理开支（如大额投资），另一方无需承担。

非借款方应保存分居协议、消费记录等证据，证明未
共享借款利益；诉讼中可申请对债务用途进行司法审计。

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有冲突
应以哪个为准？

海口黄先生咨询：最近我家里有亲属去世了，但是
因为财产继承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拿着遗嘱的亲戚和
法定继承人的亲戚各执一词。请问，法定继承和遗嘱继
承有冲突时，应以哪个为准？

解答：根据民法典第1123条：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
继承，但需满足以下条件：遗嘱形式合法（自书、代书、公
证、打印、录音录像、口头遗嘱），遗嘱人具备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且未受胁迫。

如果遗嘱未保留“必留份”（民法典第1141条）：缺乏
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仍可主张法定继承份
额；遗嘱被法院认定无效（如伪造、内容违法）。继承人可
向法院提起继承权确认之诉，诉讼时效为知道权利受侵
害之日起3年。

高空抛物找不到具体侵权人
受害人如何维权？

海口吴先生咨询：我家小区高空抛物砸伤人，但因
为没有目击者也没有监控。请问，高空抛物造成损害，
无法找到具体侵权人，受害人如何维权？

解答：根据民法典第1254条：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
侵权人的，除能证明自己非侵权人的住户，可能加害的建
筑物使用人需给予补偿；

物业未采取必要安全保障措施（如安装监控）的，承
担未履行义务的侵权责任。受害人应立即报警并固定证
据（如现场照片、目击证人）；可起诉整栋楼相关住户及
物业公司，要求补偿或赔偿；若事后查明具体侵权人，其
他补偿方可向其追偿。如果抛物者故意造成重伤或死
亡，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

网店标识“一经出售概不退换”
是否有效？

乐东陈先生咨询：我经常网购，网上有很多商家都
标识“一经出售，概不退换”。请问，商家这种“一经售
出，概不退换”的告示是否有效？

解答：根据民法典第496条、497条：商家需以显著方
式提示免责条款，否则消费者可主张条款不成为合同内
容；若条款免除商家责任、加重消费者义务或排除主要权
利，无效。

根据民法典第582条，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消费者
可要求退货、更换或修理；网购商品适用“7天无理由退
货”。可以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12315热线）；也
可向法院起诉确认格式条款无效，并要求退赔。

2016年12月12日，谢某与林某结婚，
婚后育有一子。由于夫妻二人的经济收入
不高，林某的母亲周某在经济上给予了他
们诸多资助。周某不仅分多次向小夫妻转
入多笔资金，内容涵盖“出交通事故的赔偿
金”“房款首付”“家用”“还贷”等。然而，结
婚7年后，两人因性格不合而起诉离婚。

2023年，儋州市人民法院判决准予谢
某与林某离婚，并对双方婚生子的抚养及
夫妻共同财产、债务等作出相应判决。

林某不服该判决，向省二中院提出上
诉，诉请改判他与谢某共同偿还周某借款
18.88万余元，各承担50％债务份额。

2024年，省二中院经审理认为，林某的

现金支付部分并无充分证据证明，而转账
部分并未注明系借款，借条中仅有林某签
名，谢某对于借条中的借款也不予认可，不
足以证明林某向其母亲周某借款18.88万
余元并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林某称属于夫
妻共同债务的主张缺乏证据证明。省二中
院驳回林某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案件详情：男方向母亲补签借条，要求女方共同偿还18万余元借款

随后，周某以林某的多张借条为依据，
将谢某和林某起诉至儋州法院，要求二人
共同偿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借款13.25
万元及利息。

在法庭上，林某对周某的主张全盘接
受，称这些债务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产
生的，产生的原因是购买两套房的首付、装
修贷和房贷，包括另案的交通事故的借款，
这些借款都告知过谢某，并且在交通事故
的医院付款清单也有谢某的签字。这些款
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谢某理应分担。

谢某辩称，周某与其儿子林某经常有
经济往来，而非借贷。在夫妻关系存续期

间，林某也没有让她签署过借条，拒绝承担
还款责任。

庭审中，周某、林某均承认借条均为离
婚前期和离婚诉讼一审期间补签。林某向
周某出具借条时并未告知谢某。

儋州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中，多份借
条均在林某、谢某离婚诉讼前后由林某主动
向其母亲周某出具，且谢某并未知情，因此
借条并不能证明周某与林某、谢某之间存在
借贷合意。周某提供的银行取款记录并未
载明取款用途为向林某、谢某出借，微信转
账记录虽然记载了周某向林某转账情况，但
转账记录并未注明为借款，不能根据银行取

款记录及微信转账记录判断出款项是周某
向林某、谢某出借的款项。周某要求谢某连
带偿还借款13.25万元并支付利息，无事实
根据及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

儋州法院判决，驳回周某诉请。周某
不服一审判决，向省二中院提起上诉。

省二中院经审理认为，周某通过微信
转给林某及代付医疗费，但该款项多为周
某基于与林某的母子亲情关系，对儿子及
其家庭的帮扶，不能因林某与谢某有离婚
纠纷而补写借条，进而改变款项的性质。
周某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省二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法院认定：借条是离婚诉讼前后补签，连带偿还责任不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