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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注释：本文中的夫妻双方、赠与人、离婚当事人、债务人均指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赠与子女财产的父母。

如今离婚率攀升，夫妻双方协议离婚进行财产

处理时，很难做到各方利益均衡，双方争执不断。

此时，夫妻为了平衡双方的利益，也是为了抚养或

弥补子女，会将夫妻一方个人财产或者双方的共同

财产赠与子女。实践中也出现了很多夫妻在离婚协

议中进行财产处理时将财产给予子女产生纠纷的司

法案件。

离婚协议是离婚当事人为了离婚而签订的对双

方之间的人身及财产等事项进行处理协商一致而达

成的协议，该协议既具有伦理性，也具有财产性，

属于身份财产混合协议。［1］根据我国民法典及其

家庭编司法解释的规定，协议离婚时应签订书面离

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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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的情形越来越多，现实生活中，夫妻双方婚姻关系已经解除，

而且“赠与子女财产”条款已经生效，存在父母主张撤销赠与不予履行的情况，也存在家庭之外的外部

债权人主张撤销父母对子女财产赠与的情况。对于这些问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理论和司法实务对此

均存在争议，观点不一。本文通过分析理论观点和司法裁判，主要从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条款

的性质认定、父母离婚后对该条款是否享有撤销权、外部债权人对该条款是否享有撤销权这三个问题进

行研究。经分析认为，离婚协议中约定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的性质应该属于特殊赠与。赠与人a原

则上不得任意撤销，例外情形为存在欺诈、胁迫、情势变更等特殊情形。外部债权人原则上不得任意撤

销，但如果债务人的行为符合恶意逃债目的和无偿转让财产，债权人有权撤销赠与；反之，则无权撤销

赠与。希望本文对此条款的性质和撤销权的观点，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实践中因此产生的纠纷，进而保障

父母、子女和外部债权人的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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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协议，并对子女抚养及财产处理协商一致，协议

约定内容对双方均有法律效力。所以说，离婚协议

既有结束婚姻关系的人身性，又有处理财产以及债

务的财产性，对于子女抚养的安排同时具有人身和

财产的双重属性。

1  “赠与子女财产”条款性质

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的条款混合了夫

妻离婚的身份法律关系和给予子女财产的财产法律

关系。我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四条第二款规

定，身份关系协议在没有明确规定时可根据性质参

照适用合同编相关规定。a目前关于“赠与子女财

产”条款的性质认定存在以下不同观点。

1.1  赠与合同

（1）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

父母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财产赠与子女是基于

道德义务。宋宗宇、何贞斌、李霄敏等认为“赠与

子女财产”条款具有一定的道德义务，且基于道德

义务该条款是不能任意撤销的。［2］实践中也存在

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第二款，b按照具

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进行裁判。

（2）目的性赠与

父母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财产赠与子女是为了

尽快从财产处理的争议中挣脱，以达到尽快离婚的

目的。李静认为，夫妻双方为了解除婚姻关系而将

财产处分给子女的行为，这种赠与可以被认定为有

目的的赠与。［3］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这样的观点。

夫妻一方或双方想要快速办理离婚登记，却因财产

处理不能达成统一意见而无法办理的情况下，双

方将子女作为折中点，将财产赠与子女实现离婚

目的。

（3）附协议离婚条件的赠与

吴晓芳认为，离婚协议的赠与条款是离婚协议

的组成部分，二者具有整体性。当事人综合考虑各

种因素同意协议离婚，双方因为离婚而将财产赠与

子女的行为，属于附协议离婚条件的赠与。对于这

种观点，基于诚信原则，在双方离婚后是不能允许

任意撤销赠与的。［4］

（4）特殊赠与

父母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财产给予子女属于赠

与，但是因为家庭感情等的特殊性因素又不完全等

同于赠与。比如雷春红就认为，离婚当事人约定的

“赠与子女财产”条款属于特殊赠与，其有赠与的

性质，但是不能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关于赠与合同

的规定。［5］

1.2  离婚财产清算协议

离婚协议中将财产给予子女综合考量了照顾子

女、支付抚养费等多种原因，财产处理影响离婚协

议的签订，夫妻双方对财产的安排应为离婚财产清

算协议。持此观点的学者有陆青、叶名怡等。陆青

认为，把离婚协议中的财产处理部分（包括给予

子女财产）理解为合同解除后果的清算关系说，

将其认定为“离婚财产清算协议”，按照双方婚

姻关系解除后的清算关系进行综合考量。［6］叶名

怡认为，赠与条款的性质应该是离婚财产清算协

议，把夫妻共同体比作经济单位，夫妻离婚时对

共同财产的处分比作公司解散，离婚协议中对财

产的处理理解为对夫妻共同体的财产和债务进行

清算的协议。［7］此外，也有法院在判决书中如下

陈述，c离婚协议系夫妻关系解除时夫妻双方自愿

达成的财产清算协议，通常情况下既涉及财产和债

务的处理，也是为了满足各种复杂的情感上、经济

上的需求或弥补离婚给子女带来的身心伤害。

1.3  第三人利益合同

父母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财产赠与子女，

可以理解为父母一方向另一方承诺把财产给予子

女；或者父母双方约定将共同财产给子女，可以理

解为父母向对方承诺将属于自己一部分的财产给予

a　《民法典》：第四百六十四条：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

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有关该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规定。

b　《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不得撤销

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的规定。

c　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2019）苏0602民初625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2021）宁0105民初

13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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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该条款为子女拟定了权利，也为自己拟定了义

务，应定性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该观点认为子女有权

直接要求父母履行该条款或让其承担违约责任。常淑

静、赵军蒙和王雷均持此观点，认为离婚协议约定将

一方或双方的财产给予子女，应视为作为第三人的子

女设定了利益，所以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

条款实质上属于利益第三人合同。［8］［9］司法实践

中，也有法院认为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条

款属于为第三人利益合同。a

1.4  经指令而为交付

经由指令而为交付体现的是赠与子女财产条款

的履行方式，即在这种观点下受益子女没有独立请

求权，当父母未履行该条款时只需要向父母另一方

承担继续履行或违约责任，子女无权要求父母履行

该条款或让其承担违约责任。赞同此观点的有许

莉、冉克平。具体而言，许莉认为，离婚协议约定

夫妻一方或双方财产归属子女，属于“经由指令而

为给付合同”，只有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子女的请求

权，子女才有原告资格。［10］冉克平认为，离婚协

议中赠与子女财产条款是夫妻一方向另一方的承

诺，受赠子女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夫妻一方或

双方在婚姻关系解除后不履行义务，子女没有请求

权和原告资格。［11］

2  “赠与子女财产”条款性质评析
及认定

2.1  “赠与子女财产”条款性质评析

（1）定性为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是不对的

义务一般被理解为应尽的责任，受到伦理、人

情等约束，但是父母对子女赠与的意愿会因为感情

好坏和财产多寡等情形受到影响，不能将其视为父

母理应尽到的义务，不能用道德义务的观念增加父

母的责任。

（2）对于目的性赠与和附协议离婚条件的赠

与的观点也是存在问题的

这两个观点十分相似，离婚当事人将财产赠与

子女的原因和目的可能是为了快速离婚，可能是为

了子女利益，也可能是为了逃避债务等。离婚当事

人协议离婚，主要为了离婚，由于离婚而产生财产

分割与处理的后果。应认定为赠与财产是条件，协

议离婚是目的，不能颠倒主从和因果。而且，离

婚是身份法律行为，身份法律行为是不能附加条件

的，故附协议离婚条件也是不恰当的。

（3）定性为离婚清算协议存在偏差

清算一般是指当事人对于债权债务进行完全的

处理，从此互不相欠。作为财产法上的清算来认定

身份法上的事宜过于理性，仿佛没有感情只有买

卖与算计。离婚后的法律后果，通过协议的安排

是千差万别的，有的离婚协议虽然有赠与子女但是

并没有将财产完全处理，难以认为是整体性的清算

方案。

（4）第三人利益合同和经指令而为交付的观

点不太认同

离婚协议中的赠与是离婚协议的组成部分，属

于附随的条款，与债法上第三人利益合同和经指令

而为交付不同。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债权人与债

务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交付，债权人与债务

人之间是存在对价的，但是在离婚协议中夫妻双方

并没有对价的存在。而对于经指令而为的交付存在

履行困难，父母离婚后不履行赠与义务，子女没有

主张权利的原告资格，与离婚协议应具备的法律效

力不相符合。

2.2  “赠与子女财产”条款性质认定

通过对理论界和司法界关于“赠与子女财产”

条款性质的讨论，本文认为认定为特殊赠与更为合

理。父母将其财产给予子女，大多数都是基于我国

代际情感、血脉亲情的传统思想将财产无偿给予子

女，虽然也不乏有些以实现离婚目的、抵充抚养费

用的情形，但从整体性而言，“赠与子女财产”

条款具有赠与的意思，但是这种赠与不是义务，是

否赠与是自由的，但赠与后的履行和撤销具有特殊

性，可以参照合同编和总则编的规定，但是前提是

要符合以家庭为主导的法律观念。父母在离婚协议

中的约定既是对对方的承诺，也是对子女的承诺，

对父母而言是一项负担，离婚协议经签订生效而具

有约束力。赠与不需要支付对价，至于子女接受赠

与的意思表示形式可以父母代理其接受赠与，也可

以是子女未表示反对即为接受。父母协议离婚后，

一方或双方无权任意行使撤销权，如存在情势变更

a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02民终

590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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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应严格审查后考虑是否变更。如果外部债权主

张撤销该赠与，可参照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第

538条规定的撤销权规则。a在处理此类问题时，以

赠与为基调，在具体案件情况中，考量赠与人的主

观状态、赠与人债权债务的客观状况，既要保障子

女的利益，也要保障父母、外部债权人的利益，实

现利益平衡。

3  “赠与子女财产”条款是否可以
撤销

3.1  赠与人是否有撤销权

从前述学者观点中，吴晓芳、李静、王雷、

雷春红等学者认为，父母作为赠与人没有任意撤销

权。法院的裁判大多数都是没有支持撤销“赠与子女

财产”条款的请求。从法院裁判中能够明显看出不

支持撤销的原因既存在因双方诚实信用原则不予撤

销，也存在因道德性质以及目的性赠与不予撤销。b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4日发布了“于某

某诉高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的典型案例，该案

例涉及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的问题。该案

将离婚协议视为一个整体，婚姻关系已经解除的情

况下，不允许对财产处理部分反悔。离婚后一方主

张撤销应取得另一方的同意，无权单方撤销赠与。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中

第十八条规定了离婚协议约定财产给予子女后请求

撤销的两种规定，一种是离婚后一方在财产权利转

移之前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另一

方同意的除外；另一种是离婚后一方有证据证明签

订离婚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请求撤销的，

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一般情况下，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

条款是不可撤销的，但存在例外情形。一方面，离

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条款与解除婚姻关系、

子女抚养、债权债务的处理等内容组成一个互相联

系的整体，并带有感情因素，不能任意撤销。另一

方面，现实生活中有的离婚当事人约定将财产赠与

子女，有的是为了快速离婚，也有的是为了弥补子

女或者将子女作为利益的平衡点，在离婚协议中约

定将财产赠与子女，但是在离婚之后又反悔并起诉

撤销赠与时，无论是维护诚信公正的社会风气还是

保障子女利益均不应支持其撤销诉请。此外，在离

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的行为属于总则编规定的民

事法律行为，我国法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在生效以

后没有特殊例外情形是不能撤销的。如果存在欺诈

（比如子女与赠与人没有血缘关系）、胁迫（比如

赠与人受到生命、财产损害等威胁情况下而为非真

实意思表示的赠与）、情势变更（比如非因赠与人

故意造成的赠与人丧失支付能力）等例外情形，在

保障子女合法权益后可以予以撤销。总的来说，无

论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还是将共同财产或个人财

产处分给子女的约定，若存在欺诈、胁迫等事由，

应赋予当事人诉请撤销的权利。

3.2  外部债权人是否有撤销权

学界主要认为，外部债权人对“赠与子女财

产”不能任意撤销，但存在撤销的例外情形。陆青

认为，如果对子女的赠与是为了履行其对子女的

抚养义务不应撤销，但是前者的财产数额远高于后

者，可允许撤销。［6］雷春红认为，如果明确约定

将赠与子女财产充抵抚养费，则该赠与财产的行为

属于法定义务且具有人身性，债权人不能主张撤

销；如果未明确约定充抵抚养费，无论债务人是否

离婚，债权人均可行使撤销权，在执行中保留子女

生活必须费用。［5］韩世远认为，如果离婚当事人

因在离婚协议中将赠与子女财产侵害了外部债权人

的债权，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其还认为抚养费

是应在未来支付的，不是已经存在的，而且远超正

常情况下应支付的抚养费明显不合理，属于存在无

偿赠与的部分，可予以撤销。［12］

司法实务中的观点从下面这个案例可看出

a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

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b　这些情况可从以下裁判文书中看出：（2013）二中民终字第09734号、(2022)鲁1083民初4387号、(2023)鲁0983民初

646号、（2020）京02民终7208号、(2021)豫民申7676号、(2021)湘0111民初110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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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谈利诉王颖、王某1第三人撤销之诉。a本案

中王建华与王某1系父女关系，王建华赠与给王某1

的涉案房产系其夫妻共有财产，已生效的判决将该

行为认定为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父母赠与子女财

产合同虽然属于无偿转让财产，但与普通赠与有很

大差异，包含对未成年女儿的抚养义务，是不可撤

销的。另法院认为涉案房产目前已经通过公证完成

赠与并办理了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案涉被撤销行

为的标的性质上不可分。债权人已失去撤销赠与的

条件，撤销该赠与将对王建华未成年女儿王某1的

利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最终判决对谈利的撤销请

求不予支持。

本案中体现的法院的观点是，父母赠与子女财

产时，子女为未成年，赠与的财产中包含了父母履

行抚养义务（不直接履行抚养义务的支付抚养费）

的情形，不能撤销。

关于外部债权人是否有撤销权的分析。根据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b，一般情况下，债权

人行使撤销权的构成要件：①债务人存在恶意逃债

的情形；②债权人享有合法有效的债权；③债务人

实施了无偿转让财产的行为；④债权人的债权实现

受此影响；⑤债权人在除斥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本

文主要基于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条款讨论

受赠子女与外部债权人的权利冲突与平衡，故对以

下两个问题进行讨论，债务人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赠

与子女财产行为是否存在逃避债务的主观恶意、是

否属于无偿转让财产行为。

（1）对于是否存在逃避债务主观恶意的判断

主观意图难以认定，可以从客观的时间顺序展

开，一方面，如果债务在前离婚在后，债务人在离

婚时将自己的财产赠与子女，赠与财产的价值远远

超过其应支付的抚养费（可能抚养费较低或者不存

在支付抚养费的情形），此时可以认为债务人存在

逃避债务的恶意，外部债权人对超过的部分是有

撤销权的，并且不受财产是否已经交付或者变更登

记完成赠与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离婚在前债务

在后，债务人在债务产生之前在离婚时赠与子女的

财产不受影响，无论是否已经完成赠与，都应该认

为债务人不存在逃避债务的恶意，外部债权人均不

能行使撤销权。合同关系成立在前履行在后的，不

得将该行为作为诈害行为而主张撤销。［13］“赠与

子女财产”条款（夫妻双方登记离婚，该条款即生

效。）一经生效，条款所涉财产便不再是债务人的

财产，自然不能用于清偿债务人离婚后所欠债务。

（2）对于是否属于无偿转让财产行为的判断

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在某些情形下是能够

理解为给予行为属于无偿转让行为，会减少债务人

的积极财产，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应允许债权人

在同时满足其他条件时行使撤销权。本文认为，离

婚当事人在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如果赠与没

有任何条件，且能查明外部债权人具备行使撤销权

的全部构成要件，外部债权人是有撤销权的，且该

撤销权的行使不因赠与财产是否已经完成赠与而受

到影响。但是如果离婚协议约定表明，赠与子女财

产是为了支付其未来应承担的全部抚养费，抚养费

可以作为赠与的对价。因代替抚养费，则赠与子女

财产不是无偿的，但是如果严重超出其应支付的抚

养费，超出部分仍应是无偿赠与。此外，虽然也存

在支付抚养费属于是用现有财产支付未来债务和抚

养费具有人身性不能由赠与财产来冲抵的观点，但

是离婚协议中赠与子女财产是包含父母与子女之间

的情感的，而且基于对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应当

认为在法律规定的抚养费范围内认为其不属于无偿

转让财产。司法实务中，有的法院c以债务人需要

支付抚养费为由而没有支持债权人主张撤销赠与子

女财产的请求，这个案件中法院认为赠与的财产价

值没有远远超过应支付的抚养费范围，但是如果被

认定严重超过应支付抚养费的情况下将可能改变法

院的判决。

当债权人行使撤销权并得到法院支持的情况

下，应注意在执行过程中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

家属的生活必须费用（包括必要的抚养费）。平衡

子女与债权人的利益，避免当事人逃避债务和保障

子女正当利益。

a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4民终2373号民事判决书。

b　《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

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c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民终2484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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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离婚当事人在离婚协议中将财产赠与子女，既

涉及身份法的内容也涉及财产法的内容，相关问题

错综复杂，其法律适用也难度很大。综合本文的研

究和分析，应遵循我国自古以来的家观念，离婚协

议中约定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的性质不应偏离

婚姻家庭法的家庭、感情、风俗、道德等的观念，

其性质认定为特殊赠与更为合适。婚姻家庭法没有

规定的根据其性质适用合同编和总则编的有关规

定，赠与人原则上不得任意撤销，例外情形为存在

欺诈、胁迫、情势变更等特殊情形。外部债权人原

则上不得任意撤销，但可以通过债务人是否具有故

意逃避债务的目的、债务人赠与财产是否属于无偿

转让来判断。从赠与人的债务与离婚协议中赠与子

女财产的赠与形成时间来看，债务形成在前，债务

人属于恶意；债务形成在后，债务人不属于恶意。

债务人赠与财产没有条件应属于无偿转让；债务人

赠与财产的目的是支付抚养费应属于有偿转让，但

严重超过抚养费范围的部分仍属于无偿转让。在外

部债权人撤销权其他条件均符合的情况下，如果债

务人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赠与子女财产的行为符合恶

意逃债目的和无偿转让财产，则债权人有权撤销赠

与；反之，则无权撤销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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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Nature and Revocation Right of “Gift of 
Children’s Property” Clause in Divorce Agreement

Pei Jinji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Abstrac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rovisions about “Gift of children’s property” in divorce agreement. In 

real life,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has been dissolved, and the provision of “Gift of 

children’s property” has come into effect, there are cases where the parents claim to revoke the gift, and there 

are also cases where outside creditors outside the family claim to revoke the parent’s gift to the child. There are 

no clear legal provisions on these issues, which are controversial in theory and judicial practi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oretical points of view and judicial decisions,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nature of the “Gift of 

children’s property” clause in the divorce agreement, whether the parents have the right to revoke the clause after 

divorce, and whether the outside creditors have the right to revoke the clause. Through analysi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nature of the “Gift of children’s property” clause stipulated in the divorce agreement should be a special 

gift. In principle, the donor [1] may not be arbitrarily revoked, except in the case of fraud, coercion,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and oth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In principle, the outside creditor can not withdraw the gift 

arbitrarily, but the creditor has the right to withdraw the gift if the debtor’s behavior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urpose 

of malicious evasion and the gratuitous transfer of property; otherwise, the creditor has no right to withdraw the 

gift. It is hoped that the views of this article on the nature of this clause and the right of revocation will be helpful 

to solve the disputes in practice and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parents, children and external creditors.

Key words: Divorce agreement; Gift of children’s property; Special gift; Right of revo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