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纬民商法学论坛（第十二讲）：澳门夫妻财产制度 

 

春和景明，天朗气清。4 月 23 日（周三）13:30 至 15:30,王健法学院二楼

大会议室，师生济济一堂、座无虚席，“政纬民商法学论坛”第十二讲成功举

办。 

本次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澳门大学高级导师、澳门家庭法学会会长、澳门立

法及司法见解研究会秘书、罗马法与共同法研究会秘书长梁静姮女士。本讲主

题是澳门夫妻财产制度。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沈梦醉先生应邀来到

讲座现场担任本讲主持人。 

沈梦醉先生率先致辞。他简要介绍了梁静姮女士，并代表政纬律师事务所

和全院师生对梁老师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 

 

讲座伊始，梁静姮女士首先对结婚这一概念发展演变的概况进行了简要梳

理，并提出了一个问题:结婚是不是合同？她指出，首先“结婚是合同”这一观

点的产生，是十一世纪注释学派在解答罗马法的过程中，对 consensus（合

意）和 contractus（合同）这两个概念产生了误读，而十六世纪学者 Donellus

延续了上述观点，并认为婚姻是一种债的关系；但随后，十八世纪末德国法学

家 Glück 反驳了婚姻是债这一观点，指出这是对婚姻双方关系的误解，混淆了



“债”和“义务”；之后，十九世纪末学者 Manenti 提出二因说，强调婚姻是

由起始性合意和连续性合意组成的，这种观点逐渐成为主流。梁女士认为，在

婚姻的发展过程中，教权对“结婚是合同”这一观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马

帝国灭亡后，基督教权力的扩张，巩固了“结婚是合同”这一观点；而宗教改

革后，世俗势力膨胀，进行婚姻还俗，重新赋予了婚姻自由。这也影响了夫妻

财产制度的发展。在第二部分，梁女士着重介绍了澳门婚姻财产制度的发展过

程。澳门的婚姻财产制度最早是不平等的财产制，有许多封建残余；中期以夫

妻共同财产制为主；1999 年《澳门民法典》的候补财产制采取得财产分享制。

第三部分，梁女士具体介绍了如今澳门的四种婚姻财产制:一般共同制、取得共

同制、取得财产分享制和分别财产制。第一，在一般共同财产制中，共同财产

由夫妻现在及将来拥有之一切财产组成，所以一方配偶对另一方将来可能继承

到的利益具有期待权，但这一规定可能会影响家庭之安宁稳定；第二，在取得

共同制中，共同财产主要是劳动所得。在双方解除婚姻关系时，共同财产会进

行平分；第三，取得财产分享制中不存在夫妻共同财产，双方所有财产全部为

个人财产，但个人财产会划分为供分享和不供分享两个部分。包括因继承或赠

与而取得之财产、个人财产之孳息等在内的财产，均属不供分享之财产；第

四，分别财产制中，在夫妻财产的管理与处分、夫妻双方债务责任等问题上，

与不存在婚姻关系之双方相比，仍然存在区别。在第四部分，梁静姮女士述评

了四种类型的澳门夫妻双方负责债务。除夫妻合意债务外，还有:为家庭生活正

常负担之债。此种类型之债务与家庭开销之债相区别，关键在于，“正常负

担”通常是具有惯常性的；为夫妻共同利益之债。此种债务不论婚前婚后、是

否得利，只要目的上是为了夫妻共同利益，就可以被认定为是夫妻双方负责债

务，因而争议较大；因经营商业企业而生之债务。但如果能够证明有关债务非

为夫妻共同利益而设定，则不属于夫妻双方负责债务。在第五部分，梁女士介

绍了澳门事实婚关系内之财产关系。澳门的事实婚关系与大陆的事实婚姻不

同，其乃婚姻以外的另一种选择，事实婚双方不受婚姻财产制度约束，但可能

相互之间有继承权。最后，梁女士总结道，澳门的夫妻财产制度受葡萄牙影响

极深，近年来有放宽婚姻限制之趋势。究竟是要维持家庭的稳定，还是要追求

婚姻之自由，这可能是婚姻家庭法中一个永恒的问题。 



 

讲座结束后，梁静姮女士耐心细致地回答了在场同学的提问。最后，本次

讲座在一片热烈掌声中完美落幕。本次讲座为学院师生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与澳

门民法学者交流对话的机遇。梁女士扎实的法学功底和缜密的逻辑思维，带领

我们鸟瞰澳门夫妻财产制度的全貌。新思维与新观念的交互碰撞，极大地拓展

了在场学子们的学术视野。 

本次讲座是江苏政治经纬律师事务所慷慨解囊，资助我院举办的政纬民商

法学论坛的第十二讲，在此特致谢意！并感谢沈梦醉先生百忙之中的热情主

持！ 



 

（供稿：王选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