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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下称担保法)第十五条、第三十九条和第六十五条(以下合称有关条文)分别规

定: 保证合同、抵押合同和质押合同(以下合称担保合同)应当包括“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本文的主旨

是探讨: 上述规定的含义, 是否有必要如此规定以及在现行法律下, 债权人为保护其权益, 应当如何在担

保合同等文件中定义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针对抵押合同必备条款,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释义》一书(下称释

义)写道, “所谓债务履行期限, 指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最终日期。超过债务履行期限, 债务人未履行债务的, 

就产生以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抵押物偿还债权的法律后果。比如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在 1995

年 4 月 30 日前履行, 4 月 30 日就是债务履行的期限, 过了 4 月 30 日的 24 点, 债务人未履行债务的, 债

权人就有权实现抵押权。由于债务履行期限是担保责任的起点, 因此, 抵押合同对此应有明确规定。”(就保

证合同必备条款和质押合同必备条款中所提及的“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一项, 释义作者作了与上述引文

类似的解释, 此不赘述)。  

由此可见,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其实就是主合同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其主合同下债务的最终日期(查《现

代汉语词典》, “期限”一词的含义为“限定的一段时间, 也指所限时间的最后界线”, 但就有关条文而言, 将

“期限”解释为一段时间是没有法律意义的), 并且, 逾期不履行将发生债权人有权行使其担保合同下的权益

(在本文中权且合称为担保权利)的法律后果。很明显, 如果主合同纯粹是商品流通领域中的合同, 如买方一

次性付款的购销合同, 则“债务”的内涵比较简单, 上述期限也比较容易确定。但如果主合同是资金融通领

域中的或涉及资金融通的合同(如借款合同、分期付款的购销合同等), 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以下试以主合

同为借款合同的情况来分析:  

1. 试析“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这一短语中“债务”一词的含义  

当主合同是借款合同时, “债务人”即借款人。借款人借款合同下的义务一般包括偿还本金、利息、违约利息、

费用(可能包括贷款人因谈判、制作贷款文件发生的开支、承担费、管理费以及贷款人为实现借款合同和担

保合同下的权益所发生的费用等)。根据担保法的有关规定, 担保人(合指保证人、抵押人和出质人)和债权

人可以在担保合同中就担保的范围进行约定。担保的范围可以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

债权人为实现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因此, 担保合同的当事人可以在担保合同中明确规定保证人(或抵押

物、质押品)所担保其履行的债务仅包括本金, 如债务人不偿还利息和费用, 债权人无权行使担保权利。由

此可见,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中的“债务”并不一定等同于借款人借款合同下的全部义务。另一方面, 担

保法有关条文使用“债务”而不是“主债务”(此处主债务指原债务、本债务, 在借款合同下即偿还贷款本金的

义务)这一概念, 因此, 将“债务”理解为贷款本金或贷款本金及利息也是不对的。依笔者之见, 债务人履行

债务的期限中的“债务”一词应理解为由保证人(或抵押物、质押品)担保其偿还之债, 其通常包括本息和费

用。  

2.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之不易确定  

我们假定一借款合同规定了 2 年的宽限期(宽限期内借款人只付息但不还本)和 3 年的还本期。根据上一节

的分析, “债务”可能包括贷款本金、利息和费用等。因此, 将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理解为第一个或是最后

一个还本日都是不合适的, 除非在担保合同中债权人明确地放弃其在第一个还本日或最后还本日前实现担



保权利的权利。事实上, 这种情况极少发生。相反, 在信贷实务中, 借款合同中的违约事件一条通常规定: 

借款人未能在有关付款日根据本合同的条款偿付应支付的任何本金、利息或任何其他款项即构成一项违约

事件。一旦发生这样的违约事件, 根据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 债权人通常有权实现担保权利以

受偿。那么, 是否可将第一个付息日定为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呢? 看来也不一定妥当。因为借款合同往

往规定, 借款人应在首次付息日前向贷款人支付某些费用, 而这些费用不如期支付也有可能构成一项违约

事件。不考虑债务人发生清算之特殊情况,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之不易确定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当借款合同属循环借款合同时(目前在外资金融机构作为贷款人的情况下有时采用这种形式, 预计以

后内资金融机构也会被允许提供循环信贷), 贷款本金的偿还日在合同签订时是不明确的, 要在合同履行

过程中方能确定。  

(2) 一些借款合同下的付款日与首次提款日(该日期通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方能确定)相联系。所以, 在借

款合同签订时, 借款人偿还有关款项的具体日期是不明确的。  

(3) 本金分期偿还的借款合同通常规定借款人可提前偿还全部或部分本金, 提前偿还部分本金按倒序冲抵

贷款本金余额。  

(4) 由于借款合同下借款人履行付款义务的期限往往不止一个时间, 因此, 从理论上讲, 有关当事人可在

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中规定, 当借款人不履行某项付款义务时, 贷款人可仅就该笔款项行使担保权利, 而

不能要求借款人提前支付任何未届清偿期限的款项。但事实上, 借款合同中的违约事件一条通常规定贷款

人有宣布贷款加速到期的权利, 即当一项违约事件发生并呈持续状态时, 贷款人有权宣布借款合同下已发

放的贷款本金和已发生的全部利息及借款合同下的所有其他应付款项立即到期并应偿还。换言之, 此时, 

借款人借款合同下的全部债务均届清偿期。  

(5) 借款合同中的违约事件一条通常还有交叉违约的规定。例如:某借款合同规定, 借款人不全面偿还其依

据本合同以外的任何合同或其他任何事件应付的款项也构成一项违约事件。而一旦发生违约事件并呈持续

状态, 贷款人往往有权宣布贷款加速到期。  

综上所述, 当主合同是一融资合同时,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问题较为复杂。因“债务”的各个组成部分有

其各自的履行期限, 所以, 在主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不同时刻,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是不同的。由于立法者

欲将债务履行期限作为担保责任的起点, 因此, 就担保合同以及与担保合同有关的登记文件中的债务人履

行债务的期限一项, 笔者建议采用下文所述方法加以规定, 而不是简单地填列本金偿还日或最后一个本金

偿还日, 否则的话, 债权人的担保权利有可能在司法实践中得不到确实的保护。  

根据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 似乎不必在担保法中将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作为担保合同的必备条款加以规

定, 理由是:  

1. 从合同仅对其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这个角度看,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必须且只能由主合同当事人在

主合同中加以约定, 担保合同只需规定债权人在哪些情况下有权实现担保权利即可。担保合同可以规定当

发生一项主合同规定的违约事件且该事件呈持续状态时, 债权人有权行使担保权利。担保合同也可以规定, 

当发生债务人不能偿还主合同下的任一笔本金、利息以及其他款项或债务人因破产或解散而进入清算程序

等等情况时, 债权人有权利行使担保权利。可见, 债务履行期届满债权人未受清偿只是债权人有权实现担



保权利的条件之一。只要主合同对“债务”的履行期限有明确规定, 担保合同对担保的范围以及债权人实现

担保权利的前提条件有明确规定, 似乎没有必要在担保合同中重复主合同已有规定的事项。  

2. 从制作合同的技术性要求来看, 合同应避免繁琐和引起歧义。有的同志认为, “履行期限, 要按日期来订

明, 即订明哪一天履行, 如果属在某一期限内履行的, 要订明起止计算时间; 分次履行的, 要订明每次履

行的时间”(见《经济合同担保法指南》)。对此, 笔者不敢苟同。从以上分析可知, 要“订明每次履行的时间”, 

就得把主合同关于还本付息、支付费用、交叉违约、加速到期等规定一并列上(除非债权人弃权)。既然主

合同已对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作了规定, 担保合同实在没有必要重述主合同中的规定。当然, 在债务人

与担保人并非同一人的情况下, 应由债务人和担保人分别持有担保合同和主合同。此外, 就担保合同的审

批和登记而言, 担保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均规定主合同和担保合同都应向审批和登记部门提供, 似

不必为审批和登记之目的而在担保合同中规定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3. 主合同可以并且经常会作如下规定: 债权人和债务人协议变更主合同(包括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等), 

无需征得担保人的同意, 主合同的变更并不影响担保合同的效力。如此, 主合同当事人如对债务人履行债

务的期限作修改, 并不会引起担保合同的修改。但是, 当担保合同下也有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一项, 且其

规定欠严密、周全的话, 则担保合同必须修改以与主合同的规定保持一致。我们知道, 担保合同作为一种

可能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造成重大影响的合同, 其修改程序往往比较严格、复杂。因此, 从方

便合同的履行和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这方面来看, 担保合同也不宜规定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4. 查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和担保法例, 发现不规定担保合同必备条款的立法例占绝大多数, 即使

如台湾的《动产担保交易法》有动产抵押契约必备条款之规定, 然其必备条款中也没有包括债务人履行债

务的期限一项。  

综上所述, 以立法形式规定担保合同应当包括“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一项似有不妥之处。但既然现行法

律规定如此, 且在办理担保合同审批和登记手续的过程中, 有关政府部门也要求当事人在申请表、登记证

等文件中填列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一项, 如何既保护债权人的担保权利又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呢? 笔者建

议, 在担保合同和有关申请表、登记证等文件中, 对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不妨作如下规定: 债务人应按

照主合同的规定还本、付息并支付有关费用, 其履行上述义务的期限详见主合同的各项有关规定。或者, 也

可以这样规定: 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是指主合同有效期内的任何时候, 债务人应按主合同的规定履行

付款义务(包括本息和有关费用)的各期限(包括贷款加速到期情况下提前届满的期限)中的最近一个日期。

另一方面, 为使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更富有弹性以保护债权人的权利, 债权人可把交叉违约和加速到期

的规定纳入主合同违约事件一条。  

此文刊登于《上海金融》1997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