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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合 同法》规定了无权处分制度
,

而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的重要内容
。

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

应 当通

过立法将他们协调起来共同发挥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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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的联系

《合同法》第51 条规定
: “

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

财产
,

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

取得处分权的
,

该合同有效
。 ”

国内学者通常认为

该条是我国民法立法中对于无权处分制度的确立
。

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所订立 的合同为效力待

定的合同
。

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的重要内容
,

我国 目前

没有有关善意取得的完整法律制度
,

但《物权法》草

案对善意取得制度已有规定
。

依学界通说
,

该制度

系指动产占有人 以动产所有权的转移或其他物权

的设定 为 目的
,

移转占有于善意第三人时
,

即使动

产占有人无处分动产的权利
,

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

动产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的制度
。

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制度
,

两者是完全不可分

割的
,

无权处分是善意取得的前提
,

而善意取得则

主要是用于无权处分行为
。

善意取得制度是通过无

权处分行为完成的
,

无权处分是动态的一方面
,

而

善意取得是静态的一方面
,

即法律对作为无权处分

的结果的财产
,

如何确定其归属
。

二
、

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的差异

无权处分制度和善意取得制度均以处分权人

实施无权处分行为为核心
,

但两者也存在诸多差

异
。

(一 )行为效力不同

按照 (合同法 》第 51 条的规定
,

无处分权人实施

无权处分行为
,

没有经得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

人订立合同后没有取得处分权的
,

该合同无效 ; 已

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

分权的
,

该合同有效
。

可见
,

无权处分是效力定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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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

在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取得

处分权之前的期间内
,

无权处分行为处于一种效力

待定的状态之中
。

权利人追认期间或者无处分权人

取得处分权之前
,

第三人不能确定地取得无权处分

的标的物
,

权利人事后拒绝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事

后没有取得处分权的
,

无权处分合同无效
。

善意取得制度一般是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

原所有人遭受的损失不能要求善意第三人返还
,

而

只能向不法转让人索赔 ; 或者善意第三人将财产返

还原所有人
,

不法转让人也应赔偿其损失
,

所以善意

取得的效力是绝对的
。

(二 )保护的对象不同

无权处分保护的是权利人的利益
,

而善意取得

保护的是第三人的利益
。

无权处分按照无效合同的

效果
,

第三人应将从无处分权人处所取得的权益返

还给权利人
。

由此可见
,

从该条立法内容来看
,

行为

有效与否的决定权似乎完全掌握在权利人的手中
,

无权处分制度倾向于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

在善意取

得的情况下
,

第三人只要是善意无过错
,

那么就能够

取得物的所有权
,

善意取得制度倾向于保护第三人

的利益
。

(三 )维护的社会关不同

无权处分保护的是交易的稳定性
,

而善意取得

维护的是交易的流通顺畅
。

无权处分保护权利人的

利益
,

权利人代表的是一种静态的关系
,

它更倾向于

无权的稳定性保护
。

而善意取得代表物的所有权发

生了转移
,

它应该更倾向于保护物的流通顺畅
。

(四 )法律适用范围不同

无权处分既可以物权为无权处分的标 的
,

也可

以债权为无权处分的标的
,

而善意取得制度以物权

为无权处分的标的
。

无权处分既涉及动产物权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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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处分
,

也涉及不动产物权的无权处分
,

而善 意取

得制度仅涉及动产物权的无权处分
。

无权处分既包

括相对人主观上为善意的无权处分
,

也包括相对人

主观上为恶意的无权处分
,

而善意取得制度中
,

相

对人主观上只能是善意的
,

否则
,

相对人不能依据

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标 的物的所有权
。

无权处分既包

括有偿的无权处分
,

也包括无偿 的无权处分
,

而依

据我国司法实践
,

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无权处分只能

为有偿的无权处分
。

由此可见
,

无权处分的适用范

围远大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
,

且涵盖了善意

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
。

合法取得 占有权的无处分权

人处分动产物权时
,

适用 《合 同法 》第 51 条的规定将

剥夺善意取得制度的生存空间
,

也势必与我国在制

定《物权法》时所确立善意取得制度产生冲突
。

三
、

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的立法协

调

无权
,

处分与善意取得在立法中均有规定
,

但具

体内容还有冲突
,

因此应尽快将二者协调起来
,

主

要可以从
.

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

(一 )优先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从 《合同法》第 51 条 的立法 目的来看
,

无处分权

人未经权利人同意
,

擅 自处分他人财产时
,

经权利

人追认的
,

该无权处分合同有效
。

从该立法的反面

解释
,

未经权利人追认 的
,

该无权处分合同应为无

效
,

无效合同的法律效果是依据该无权处分合同所

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给权利人
。

由此可见
,

无权处分

制度面临既要保护所有权人利益又要保护善意第

三人利益
、

既要保护物的静态安全又要保护物的动

态安全的双重矛盾
。

笔者认为
,

无处分权效力待定

合同制度应在所有权人 与善意相对人之间进行合

理的权利分配
,

以体现法的公平正义性
。

在保护真

正权利人与善意相对人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时
,

应

当倾斜保护善意的相对人
,

以体现现代 民法
“

从保

护物的静态安全向保护物的动态安全转化
”

的立法

潮流
。

为此
,

在无权处分制度中
,

权利人拒绝追认该

无权处分行为时
,

此种拒绝追认不得对抗善意的相

对人
,

即
,

如果动产有偿交易行为 中的相对人是善

意的
,

依据无权处分所订立 的合同仍然有效
,

该合

同不因权利人的拒绝追认而无效
,

相对人仍可依据

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动产标的物的所有权
。

笔者建议
,

有必要对我国 ((合同法 》第 51 条进行修改
,

设定
“

但书

规定
”

(即
“

但动产有偿交易行为中的相对人为善意

的
,

权利人 的拒绝追认不得对抗善意的相对人
”

)
,

将

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律适用范围从《合同法 》所规定的

无处分权效力待定合同制度所涵盖的范围中独立出

来
,

以避免现行立法过分保护
“

物的静态安全
”

的立

法弊病
。 “

但书规定
”

实际上是《物权法 》的内容
,

将其

规定在 《合同法 》中
,

是否
“

打乱了民法业已形成的科

学体系
”
? 笔者认为

,

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

理由是
:

1
、

该
“

但书规定
”

实际上是对权利人追认行为效力的

规定
,

不涉及无权处分标的物的所有权归属问题
,

即

该
“

但书规定
”

不影响将来制定 <物权法 》时对善意取

得制度的确立 ; 2
、

不确立但书规定
,

现行 《合同法》第

51 条剥夺了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律适用范围 ; 3
、

不确

立但书规定
,

《合同法》 的现行规定必将与将来制定

的 (物权法 》所确立的善意取得制度产生冲突
,

引起

法律适用上的混乱
。

(二 )设定权利人的追认期和相对人的撤销权

按照我国 《合同法 》的规定
,

无权处分效力的确

定
,

取决于享有形成权 的权利人的追认行为
。

在权利

人行使追认权之前
,

无处分权人与相对人之间所订

立的合 同永远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
,

在权利人行使

追认行为或者无处分权人在取得处分权的法律事实

发生之前
,

给权利人以无限期地行使追认权
,

相对人

(注
:
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所有权 的善意相对人除

外 )只能处于观望和听天由命的地位
,

这漠视了该相

对人的利益
,

过分偏袒保护权利人的利益
,

不利于稳

定社会关系
,

不利于充分发挥物的社会利用价值
,

因

此
,

有必要对权利人行使追认权给予一定的期限限

制
,

以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
,

充分发挥社会财产

的利用价值
,

同时
,

给予相对人在权利人行使追认权

之前以撤销权
,

以求得权利人与相对人之间的利益

平衡
。

因此
,

宜在 《合 同法》第 51 条另增设一款
,

以规

定权利人行使追认权的期限和相对人行使撤销权的

有关问题
,

即
“

相对人可以催告权利人在一个月内予

以追认
。

权利人未作表示的
,

视为拒绝追认
。

合同被

追认之前
,

善意的相对人有撤销合同的权利
。

无权处

分和善意取得都是很重要的制度
,

应该尽快理顺它

们的关系
,

使他们相互协作共同发挥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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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造性而起作用
。

我国近年来大力提倡政府采

购
,

主要是为了完善财政支 出管理制度
,

保证 国家

资金使用效率
,

减少腐败
,

但对于如何通过这一政

策工具刺激创新注意不够
。

政府市场可以充当创新

产品的实验场所
。

政府采购实施的对象可以是处于

产品或产业生命周期早期 阶段的创新及那些政府

是新产品 (服务 )的最终使用者的创新
。

政府采购对

创新 的作用甚至大于政府提供研究与发展 自主的

作用
。

用
、

开发三类研究的协调展开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特

点的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的经济运行机制 ; 培育市场

化的创新社会支撑服务体系等方面
,

从而在宏观上

营造适宜技术创新成长的机制和社会环境
,

推动产

业结构的升级
。

四
、

结束语

本文针对我国现实国情
,

提出构建完备的国家

创新体系 ;加强产学研合作
,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

创新体系 ; 重视对创新资源的配置
,

引导基础
、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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