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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到离婚判决书后，鄞州
的朱女士终于长舒了一口气。根
据法院的判决，其丈夫名下的 10
万元债务非夫妻共同债务，她无
须为此承担共同偿还责任。

两年前，朱女士的丈夫胡某
突然以两人感情已破例为由要求
离 婚 ， 惊 愕 万 分 的 朱 女 士 坚 决
不 同 意 。 铁 心 离 婚 的 胡 某 扔 下
一 句 狠 话 ： 如 果 同 意 离 婚 ， 房
产 留 给 你 ， 否 则 ， 当 心 人 财两
空。

今年七月，法院开庭审理朱
女 士 与 胡 某 的 离 婚 诉 讼 。 胡 某
称，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所需，他
曾举债 10 万元，并有借条为证，
要求确认这笔借款为夫妻共同债
务。但朱女士坚决否认存在这笔
借款，她认为，丈夫平时有赌博
恶习，曾受到公安机关的处罚，
根据她的了解，如果丈夫真的向
人借过款，那么，这笔借款很可
能是赌债，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
债务。法庭经过调查，最终作出
认定，原告胡某虽然称曾向他人
借款 10 万元，但并未用于夫妻共
同生产、共同经营、共同生活，
朱某对此也不知情，结合双方提
交的证据，可基本确定该借款因
胡某赌博所欠。根据婚姻法及相
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该债务不属
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范畴，胡某无
权要求妻子朱某共同承担清偿责
任。

据鄞州法院姜山法庭的法官
介绍，该法庭每年所审理的离婚
案中，有不少都涉及夫妻共同财
产和共同债务的争议。尤其是涉

及共同债务的案子，由于情况复
杂，双方的分歧更大，也给法庭
审理带来了困难。

所谓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在
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
方或者其中一方对第三人所负的
债务。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夫妻
共 同 债 务 应 由 夫 妻 双 方 共 同 承
担。夫妻离婚时，夫妻可约定由
其中一方偿还共同债务，但这个
约定对债权人无效。

这位法官表示，由于夫妻共
同债务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产
生的，而且不管出面举债的是其
中 一 个 人 还 是 夫 妻 双 方 ， 都 属
于 共 同 债 务 ， 这 就 使 得 一 些 人
因 此 而 产 生 一 种 似 是 而 非 的 认
识 ： 只 要 是 婚 姻 关 系 存 续 期
间 ， 任 何 一 方 所 借 的 债 务 都 属
于 夫 妻 共 同 债 务 。 更 有 一 些
人 ， 在 离 婚 诉 讼 中 ， 混 淆 甚 至
故 意 曲 解 关 于 夫 妻 共 同 债 务 应

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的规定，企
图因此获得某种利益。实际上，
并不是所有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产生的债务都是共同债务，
对此，《婚姻法》 及最高人民法院
的司法解释都有详细规定。以朱
女士这个案子为例，法庭根据调
查结论，最终认定原告胡某所称
的债务，实际上是其背着妻子朱
某向他人借的，而且被其用于赌
博。这样的债务就不属于夫妻共

同债务，否则，对其中一方极不
公平，也违反了法律追求公平正
义的宗旨。

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像这种
一方私下向他人举债，同时又没
有用于家庭生活，而是供一方个
人挥霍甚至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
债务不属于共同债务外，还有不
少情况也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
务。为此，鄞州、象山等基层法
院向我们提供了相关案例。

丈夫私下举债10万元用于赌博，法院判决由其一人承担

那些似是而非的夫妻“共同”债务

丈夫单方擅自资助他
人，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张某与高某是高中同学，两人曾
有过恋爱关系，后因各种原因未能走
在一起，但两人一直保持联系。之
后，高某与丈夫离婚，儿子由高某抚
养。高某收入有限，张某经常瞒着妻
子在经济上接济高某。五年前，高某
的儿子考上大学，经济困难的高某再
次向张某求助，张某立即承诺，每年
赞助三万元。张某虽然作如此承诺，
但由于其收入被妻子掌控，实际上难
以拿出钱来给高某，为此，他只好向
他人借钱兑现，共欠资 10 多万元。
今年 5月，张某与妻子离婚，他要求
妻子共同承担这 10 多万元债务，被
其妻子坚决拒绝，法院经过审理，张
某的这一诉请被驳回。

【说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
若干具体意见》 第十七条规定：“夫
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
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
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
偿。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
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1）
夫妻双方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但
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除外。（2） 一方
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
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3）
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
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
活所负的债务。（4） 其他应由个人
承担的债务。”本案中的张某瞒着妻
子向外举债，用于接济他人，该欠
款的性质与上述规定第 （2） 项的内
容完全吻合，因此，这笔 10 多万元
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由张某
个人承担。

配偶与债权人配合隐瞒
真相，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今年2月，李某向张某借款20万
元，声称用于经营投资，同时，李某
以自己在投资思路上与妻子有分歧为
由，一再嘱咐对方不要告诉其妻子，
张某毫不犹豫答应下来。3 个月后，
这笔借款到期，但李某称暂时无力偿
还。更让张某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此
时，李某与妻子突然闹起了离婚。在
听到消息后，张某赶紧提起诉讼，要
求李某夫妻共同偿还这 20 万元债
务，但被法院判决驳回。

【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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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
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
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
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
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
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在本
案中，当事人李某以自己的名义单
独向张某借款 20 万元，而且明确告
诉债权人张某有关其妻子的态度，
而其妻子实际上对此一无所知，且
拒绝追认这笔借款的效力。因此，
这笔争议借款属于“债权人与债务
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情形，自
然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李某的
妻子当然有权拒绝参与承担清偿借款
的责任。

一方对借款来源举证不
力，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今年 5月，鄞州的赵某与妻子的
离婚案开庭审理。原告赵某称，他为
了改善家庭生活，在最近两年曾先后
7 次向其父亲借款共计 12 万元。为
此，赵某向法庭提供了其父亲的书面
证言。面对这个说法，赵某的妻子一
口否认，她称自己与丈夫每月有稳定
且不菲的经济收入，完全可满足生活
之需，根本不需要如此巨额借款。为
此，她断定赵某父亲的证言是假的。
法庭经过审理和调查，依法驳回了赵
某的诉请。

【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
负债务性质如何认定的答复》 中规
定：“在不涉及他人的离婚案件中，
由以个人名义举债的配偶一方负责举
证证明所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如证据不足，则其配偶一方不承担偿
还责任。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
起诉的债务纠纷中，对于案涉债务是
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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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如果
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
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
偿还责任。”本案中的赵某，称自己
曾向父亲举债 12 万元用于生活，但
这一说法明显违反常理，且其父所
言属于孤证，因此，其请求不能采
信。

什么情况下可请求

赔偿精神损失费？
通常所说的精神损失费在法律

上叫精神损害赔偿，它是指受害人
以人身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遭受精
神痛苦或精神受到损害为由，要求
侵害人给予赔偿的一种民事责任。
那么，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请
求赔偿精神损失费？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
解释，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
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
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
予以受理：

（一） 生命权、健康权、身体
权；（二） 姓名权、肖像权、名誉
权、荣誉权；（三） 人格尊严权、
人身自由权。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
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
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
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
当依法予以受理。

二、可以请求精神损失费的几
种常见情形

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等
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
荣誉，死者家属可以请求赔偿精神
损失费；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
等方式侵害隐私，死者家属可以请
求赔偿精神损失费；非法利用、损
害遗体、遗骨等方式侵害遗体、遗
骨，死者家属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
失费；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
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
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可请求赔偿
精神损失费；因侵权致人精神损
害，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或其近
亲属可以请求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
抚慰金。

三、不能请求精神损失费的几
种常见情形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以人格
权利遭受侵害为由请求赔偿精神损
失费。

当事人在侵权诉讼中没有提出
赔偿精神损害的诉讼请求，不能在
诉讼终结后又基于同一侵权事实另
行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失费。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
成严重后果，受害人不能请求赔偿
精神损害。 （水萍）

今年初，马某从网上下载了
象山县某镇一位负责人的头像照
片，并将其设置为自己的微信头
像,同 时 将 微 信 名 改 为 该 负 责
人。之后，马某通过手机号添
加了该镇某村一位村干部为微
信好友，向对方发信息，谎称
自己碰到急事需借款 1000 元，
该 村 支 书 收 到 微 信 后 信 以 为
真，通过微信向马某的微信账
户转账人民币1000元。

几天后，马某故伎重演，通
过微信向另一位村干部发信息，
以突然遇到急事为由，向其借款
1000 元，对方在收到微信信息
后 ， 向 马 某 的 微 信 账 户 转 账

1000元。
在 不 到 一 个 月 的 时 间 里 ，

被告人马某共冒充 4 名乡镇领
导 ， 骗 得 人 民 币 5000 元 。 最
后，马某的伎俩被人识破，因
此落网。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马
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
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
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
为已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
刑八个月，处罚金人民币 3000
元。其违法所得人民币 5000 元
予以追缴，并责令退赔给各被害
人。

（徐如霞）

辨清“真假领导” 谨防花样诈骗

■法眼观潮 朱泽军

因工作关系，笔者多次乘坐
高铁等交通工具。每每到自动取
票机取票，常被身后旅客“前胸
贴后背”。笔者曾提醒身后旅客
莫闯“一米线”，但经常有人振
振有词地反问，“这不是急吗？
不就是取张票呀。”

如今，在车站、机场等自
动或人工售票窗口前，地面上皆
有醒目的黄色“一米线”，它提
醒排队者注意与前方购票者保持
距离。但不少时候，即使窗口或
地面清晰写着“请第二位旅客在
1米线外排队”之类的提示，仍
有人对“一米线”熟视无睹，我
行我素。一些服务窗口“一米
线”之所以未起到应有效果，并
非有人所言“着急”的缘故，实
质是内心未建立起“一米线”的
意识。

在银行取钱，车站、码头购
票，自觉站在“一米线”外等
候，说来是小事，意义则不可小
觑。一条小黄线，像一面镜子，
折射着人的文明素质，考验着人
的道德观念。无视其存在，就是
不尊重他人，就是无视社会文
明。它跨越了文明与道德、尊重
与谦让的底线。“一米线”是一
条安全线，维系着公共秩序。常

见一些服务窗口前有争吵，多
与未守“一米线”规则有直接
关系。“一米线”是一条“隐
私警戒线”，保护着现场人员
的 隐 私 。 患 者 到 医 院 看 病 有
隐 私 ， 毋 庸 置 疑 。 人 们 购 买
车 船 票 、 飞 机 票 ， 同 样 有 不

愿 被更多人知晓、被披露这样
的心理要求，任何人都应尊重和
保护他人隐私。“一米线”保护
着公民财物安全，因为一些购票
者携带一定财物，不乏大额现
金，此时，如果现场秩序混乱，
挤来挤去，正好给了小偷等不法

分子以机会。而“一米线”的空
间，是防止小偷作案的最好工
具。

敬畏“一米线”，遵守其规
则，让“一米线”真正成为社会
的“文明线”，我们应该更加努
力。

再急，也要敬畏“一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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