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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畅隐名合伙人能否承担债权不能实现的风险 ？

【相关法条】

枟民法通则枠 第三十条 ：“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

照协议 ，各自提供资金 、 实物 、 技术等 ，合伙经营 、 共同

劳动 。”

第三十一条 ： “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 、盈余分配 、债

务承担 、入伙 、退伙 、合伙终止等事项 ，订立书面协议 。”

【案 　 　情】

１９９８年 ７月 ２５日 ，由郑某担保张某与任某签订一份铝

合金窗制作安装协议 ，约定 ： １畅 任某将某乡中学教职工 、

学生住办楼的铝合金窗制作安装工程发包给张某 ，工程面积

约 ８５０平方米 ，每平方米 １９０元 ，工程价款约 １６ 万元 ，结

算时以实际测量的面积为准 ； ２畅 工程款结算办法为 ：窗框

安上后付款 ４０％ ，上完玻璃扇再付 ４０％ ，下余工程款交工

后 ３０ 日内付清 ； ３畅 张某需交款 ４ 万元 ，任某于 １９９８ 年 ９

月 １０日返还 。上述协议签订后 ，张某和郑某各出资 ２万元 ，

由张某出面借给任某使用 ，而后 ，二人共同投资进行铝合金

窗的制作和安装 。 ２０００年 ４月 １５日张某与任某 、郑某就前

期工程进行小结 ，由任某给张某出具欠据 ，内容为 ：今欠到

张某施工的某乡中学教学楼一期铝合金窗安装款本息 ８３０１１

元整 ，另 ４００００元借款利息 １９０００元 ，两项合计 １０２０１１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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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于 ２０００年 ６月 １日付清 ，如不能兑现从 ４ 月 １６ 日计息 。

郑某对上述欠款进行了担保 。之后张某继续施工 。任某在上

述欠款到期后未付给张某 。

同年 １１月 ２６日三人就完成的工程量和工程价款进行了

总结算 ，由任某给张某出具了总欠据 ，内容为 ：今欠到张某

施工的某乡中学教职工 、学生住办楼铝合金窗工程款及借款

共计 ２００１５５畅９０元 ，其中 １５００００元从 ２０００年 １１月 ２７日计

息 ，月利率为 １％ ，其余 ５０１５５畅９ 元不计息 ，如到 ２００１ 年

１１月 ２７ 日不能还款 ５０％ ，则所有欠款全部计息 ，利率相

同 ，其余欠款于 ２００２年 ９月 ２６日还清 。郑某在该欠据上再

次以担保人的身份签字认可 。欠据上约定的还款期限届满 ，

任某未予偿付 ，且下落不明 。张某要求郑某承担担保责任 。

郑某不允 ，法庭审理中郑某对张某提出的该 ２００１５５畅９０元中

包括张某债权 ９６６０９畅６８元 ，郑某债权 １０３５４６畅２２ 元的诉称

意见没提出异议 ，二人均认可 ２００１５５畅９０元中含工程款与借

款利息共计 ４７８１１元 。

【点 　 　评】

本案中任某给张某出具的欠条显示债权人是张一人 ，而

张起诉也承认该债权有郑某一部分 ，所以该案中二人之间是

隐名合伙关系 ，郑在欠据上签名作保时 ，其并没有向任说明

其入股张的事实 ，加之其又是任的会计 ，所以也可以认定

张 、郑之间是隐名合伙关系 。所谓隐名合伙 ，是指当事人双

方约定一方对于他方所经营的事业出资而分享其利益并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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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损失的合同 。也就是一方对于另一方的生产 、经营出资 ，

不参加实际的经营活动 ，而分享其经营所产生的利益 ，并在

出资的限度内分担经营所发生的损失 。隐名合伙的特征 ：１畅

财产出资方面的特征 。在隐名合伙中 ，隐名合伙人负有出资

义务 ，其出资的财产权利必须全部转到出名营业人名下 ，而

不是由隐名合伙人单独所有或与出名营业人共同享有财产权

利 。 ２畅主体资格方面的特征 。 隐名合伙人不出名 ，不是权

利义务主体 ，不与任何第三人发生权利义务关系 ，只有出名

营业人才是权利义务主体 ，才能与第三人发生民事关系 。 ３畅

隐名合伙人责任的有限性 。隐名合伙中 ，出名营业人对合伙

债务负无限责任 ，隐名合伙人由于不参与经营事业 ，对经营

事业所生债务负有限责任 ，即只在其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 。

４畅隐名合伙无团体性 。这是最根本的特征 。普通合伙形成

合伙团体 ，而隐名合伙却只是合同关系 ，并无团体出现 。根

据隐名合伙的上述特征可以得出 ： １畅郑出资的财产权利必

须全部转到出名营业人张的名下 ，而不是由郑单独所有或与

出名营业人张共同享有财产权利 。 ２畅隐名合伙的事业仅是

出名营业人张的事业 ，而不是张 、 郑共同的事业 。 ３畅 郑对

经营事业所生债务负有限责任 ，即只在其出资范围内承担责

任 。郑可以以其未出资的其他财产为张的债权作担保 ，因为

郑的其他财产并非合伙的责任财产 。 ４畅 由于隐名合伙没有

团体性 ，任是主债务人 ，郑的保证就是担保张的债权的实

现 ，与任之间形成连带责任关系 。综合上述分析 ，保证合同

有效 ，应让郑承担保证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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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畅明为联营 、实为借贷的保底条款无效

【相关法条】

最高人民法院 枟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

解答枠 第四条 ：“（一） 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 ，通常是指联

营一方虽向联营体投资 ，并参与共同经营 ，分享联营的盈

利 ，但不承担联营的亏损责任 ，在联营体亏损时 ，仍要收回

其出资和收取固定利润的条款 。保底条款违背了联营活动中

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 、共担风险的原则 ，损害了其他联营方

和联营体的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 ，应当确认无效 。联营

企业发生亏损的 ，联营一方依保底条款收取的固定利润 ，应

当如数退出 ，用于补偿联营的亏损 ，如无亏损 ，或补偿后仍

有剩余的 ，剩余部分可作为联营的盈余 ，由双方重新商定合

理分配或按联营各方的投资比例重新分配 。 （二） 企业法人 、

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 ，但不参加共同经营 ，

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 ，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 ，或者

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 ，是明为联营 ，实为借贷 ，违反了有关

金融法规 ，应当确认合同无效 。除本金可以返还外 ，对出资

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 ，对另一方则应处

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 。 （三） 金融信托投资机构作为联

营一方依法向联营体投资的 ，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分享固定利

润 ，但亦应承担联营的亏损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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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情】

某村一村民张某 ，想办一个养鸡厂 ，可是资金不够 。张

某找到本村村民刘某 ，跟他商量合伙办厂 。刘某说办厂风险

太大 ，不愿参与经营和承担风险 ，但可以出资 ８０００ 元 ，并

约定两年后 ，应给他本金 ８０００元和 ６０００元的利润 。由于手

头缺钱 ，张某就答应了刘某 。张某给刘某打了一个欠条 ，刘

某把钱给了张某 。两个月后 ，张某建起了养鸡厂 。

然而 ，养鸡厂的经营并不像想象中的顺利 。一场瘟疫 ，

几乎让张某倾家荡产 。张某现在连给付刘某本金的钱都没

有 ，更别说利润了 。 但现在 ，刘某一定让张某支付给他

１４０００元 ，并说如果张某不给 ，就要去人民法院告张某 。

张某原本打算等赚钱了后就还刘某钱 ，谁知会这样 。张

某自己都未赚到钱 ，拿什么给刘某呀 ，张某现在该怎么办呢 ？

【点 　 　评】

张某给刘某出具的借条上约定的内容属于合同保底条

款 ，该约定无效 。考虑到刘某并未实际参与经营 ，其所投入

资金实为借贷关系 ，因此张某只须归还刘某 ８０００ 元借款本

金 ，而对刘某要求支付 “利润” ６０００元的请求则不予理会 。

合同中的保底条款 ，通常是指一方投资但不承担风险 、

无论盈亏均要收回其出资和收取利润的条款 。保底条款有多

种表现形式 ，被保底人既可以参与共同经营 ，也可以不参

与 ；既可以约定有利润时按一定比例分取利润 ，也可以约定

分得固定数额的利润 。但无论何种形式 ，不承担经营亏损的

责任和风险都是保底条款的基本特征 。

张某与刘某双方约定 ，刘某只出资不经营 ，两年后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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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显然属于保底条款 。保底条款大多是一方利用另一方

急需资金的心理 ，在不公平的状态下约定的 ，这种约定将风

险完全归于一方 ，违反了合同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背

离了商事活动的本质 ，干扰了正常经济秩序 ，因此应当认定

为无效 。

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来看 ，总体上倾向于否

定保底条款的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 １９９０年 １１月 １２ 日颁布

的 枟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枠 ，首次明

确规定联营合同中的保底条款无效 。认定无效的理由主要

是 ，保底条款违背了联营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共负盈亏 、共担

风险的原则 ，损害了其他联营方和联营体的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 。 “解答” 还认为 ，当企业法人 、事业法人作为被保底人

向联营体投资时 ，实际上是明为联营 、实为借贷 ，违反了有

关企业间不得拆借的金融法规 ，故无效 。

３畅用假名取得借款后死亡应由谁归还 ？

【相关法条】

枟民法通则枠 第五十五条 ：“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

条件 ： （一）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 （二） 意思表

示真实 ； （三） 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 。”

【案 　 　情】

１９９４年 ３月 ５日 ，李某隐瞒其真实姓名 ，以 “李某某”

的假名字和假印章在信用社取得借款 １５０００元用于经商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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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月利率 １７畅４ ‰ 。借款到期后 ，李某归还了当年的利息 ，

此后李某再无力还款 。 ２００４年 １月 ３１日 ，信用社派员向李

某追款 ，李某在贷款催收通知单上签了 “李某某” 的名字 ，

但没有还款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李某在广东遭遇车祸身

亡 ，肇事方赔偿了 １１ 万余元给死者李某的妻子和儿子 。信

用社的借款应由谁归还 ？

【点 　 　评】

该笔借款应由李某的妻子和儿子共同偿还 。理由是李某

的妻子和儿子系李某的合法继承人 ，已继承了李某的遗产 ，

李某的生前债务理应由其遗产继承人共同偿还 。

处理本案的关键 ，首先要确定用假名取得的借款应否归

还 。本案中 ，李某虽然用了假名和假印章 ，但其借款行为是

一个有效的民事行为 ，根据诚实信用原则 ，该笔借款应当由

实际借款人李某归还 。由于李某已经死亡 ，不再具有诉讼权

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没有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不能列为被

告 ，只能将其遗产继承人列为被告 ，由遗产继承人在继承的

遗产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 。本案中李某的妻子和儿子已合法

继承了李某的全部遗产 ，且遗产范围也远远大于本案中的借

款 １５０００元 ，因此 ，李某用假名取得的借款 １５０００元应由李

某的妻子和儿子共同负责偿还 。

需要说明的是 ，本案中李某用假名取得的借款 １５０００元

虽然是在其与他妻子婚姻存续期间 ，但没有充分证据证实这

１５０００元是用于夫妻共同生产 、生活 ，因而不宜认定为夫妻

共同债务 。在李某已死亡的情况下 ，不应由李某的妻子个人

负责偿还 ，而应由其遗产继承人共同偿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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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畅 “二奶” 持欠条诉讼 ，为何诉求被驳回 ？

【相关法条】

枟民法通则枠 第五十八条 ： “下列民事行为无效 ： （一）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 （二）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

不能独立实施的 ； （三） 一方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

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 ； （四） 恶意

串通 ，损害国家 、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 （五） 违反法律

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 （六） 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

的 ； （七）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无效的民事行为 ，

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

【案 　 　情】

王某因妻子几年前患病无法陪伴而备感寂寞 。 ２００５年 ３

月经朋友介绍 ，他与比自己小 １８ 岁的舒某相识 ，且开始同

居生活 。为赢得舒某信任 ，王某对她许诺 ： “如果你与我长

期同居 ，我可以补偿你青春损失费 ６万元 。” 并立即向舒某

出具此款欠条 。 此欠条载明 ： “今欠到补偿舒某现金 ６ 万

元 。” 同年 ８月 ，王某与舒某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 。 故舒某

持 “６万元欠条” 诉至人民法院 ，要求王某偿还 “欠款” 。

王某辩称 ： “虽写欠条属实 ，但欠款不属实 ，写此 ‘欠条’

的目的是作为我补偿舒某与我长期同居的青春损失费 ，现我

与舒某已发生矛盾 ，不可能再同居了 ，因此 ，该欠款无须支

付 ，请驳回舒某的诉讼请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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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评】

王某不应承担偿还此款责任 ，人民法院应依法判决驳回

舒某的诉讼请求 。王某出具给舒某 ６ 万元的 “欠条” “条件

违法” 。王某写此 “欠条” 的前提条件是要求舒某与自己长

期同居 ，以满足个人情感的私欲 。如果舒某果真与王某长期

同居了 ，有可能这 ６ 万元不用打官司 ，王某也定会如数支

付 。殊不知王某和舒某这种非法同居的做法 ，既违背了社会

主义的公序良俗的法律原则 ，也背离了 枟婚姻法枠 规定的 “须

登记结婚” 的基本要求 ，他们这种 “长期同居关系” 是法律禁

止规范所不允许的 。既然成就写 “欠条” 的前提条件不合法 ，

那么导致王某出具 “欠条” 的民事行为当然无效 。舒某向王某

诉讨 “青春损失补偿费” 没有法律依据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的

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舒某要主张王某支付青春损失补偿

费的权利 ，必须是合理合法的 ，否则 ，法律不予保护 。但为享

受这种权利而要履行的义务 ，也必须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 ，否

则 ，构成违法 。显然 ，王某要求舒某 “长期同居” 的行为因违

法而不受法律保护 ，但由此而派生出的王某给付舒某的所谓

“青春损失补偿费” 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因而不应受法律保

护 。综上 ，受诉人民法院应依法判决驳回舒某的诉讼请求 。

５畅冒名顶替领存款 ，事情败露须赔偿

【相关法条】

枟民法通则枠 第五十八条 ： “下列民事行为无效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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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 （二）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

不能独立实施的 ； （三） 一方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

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 ； （四） 恶意

串通 ，损害国家 、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 （五） 违反法律

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 （六） 经济合同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

的 ； （七）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 ；无效的民事行为 ，

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

【案 　 　情】

徐先生与王小姐原有暧昧关系 。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８ 日 ，二

人一同到某银行存款 ５２００元 。由银行出具活期储蓄存单给

王小姐 。存单上载明 ：存款人王小姐 ，账号以及密／鉴任意 。

而后王小姐对存单加密 ，并将存单交给徐先生保管 。 ２００４

年 １０月 １１日 ，徐先生持王小姐为与丈夫离婚所用而放于徐

先生处的户籍证明及自己的身份证到银行申请撤销了密码 ，

并支取存款本金 ５２００元及利息 １２畅７３元 。 ２００４年年底 ，王

小姐得知存款已被徐先生支取后 ，即要求银行赔偿 。后经当

地法律服务所调解 ，银行赔偿王小姐本息合计 ５２２２畅５０元 。

２００６年 ６月 ，银行以财产损害赔偿为由要求徐先生返还其

５２１２畅７３元 ，给付自 ２００４年 １０月 １１日至 ２００６年 ６月 １２日

止按短期贷款月利率 ６畅３７５ ‰计算的利息 ６７０畅１６元 。

【点 　 　评】

徐先生与银行并没有建立存款合同关系 ，却利用王小姐

的存款凭证和户籍证明 ，编造虚假事实 ，故意使银行作出错

误判断 ，致使银行将王小姐的存款本金和利息支付给徐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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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后 ，银行又将王小姐的存款本金和利息赔偿给王小姐 。

徐先生侵占了银行的资金 ，致银行的财产受到损害 ，应当将

所侵占的财产返还给银行 。 枟中国银行储蓄存款挂失业务管

理办法 （试行）枠 规定 ，密码挂失不得委托他人代办 。银行

在明知该规定的情况下 ，审查不严 ，对自己财产受损也应承

担相应的责任 。当然 ，徐先生应承担主要责任 。故银行所主

张徐先生占有其资金所产生的利息损失应按责任大小由双方

进行分担 。

６畅祖传明代木床卖亏 ，人民法院调解主持公道

【相关法条】

枟合同法枠 第五十四条 ：“下列合同 ，当事人一方有权请

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 （一） 因重大误解

订立的 ； （二） 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 、胁

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 ，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

立的合同 ，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

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

第五十五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撤销权消灭 ： （一）

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

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 （二） 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

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

【案 　 　情】

仲老汉 ，家有祖传木床一张 ，但仲老汉对木床的打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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