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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廉慧

本文摘自赵廉慧即将出版的《信托法》一书，敬请期待。

不能抽象地强调信托的所谓避债功能，如果设立信托构成对债权人权利的侵犯，债
权人可以撤销该信托。

《信托法》第12条规定：委托人设立信托损害其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有权申请人
民法院撤销该信托。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撤销信托的，不影响善意受益人已经取
得的信托利益。该申请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这确立了委托人之债权人的撤销权制度。

一、区分自益信托和他益信托

为了探讨以欺诈为目的的信托设立，需要区分两种信托类型：一种是委托人同时是
唯一受益人的自益信托，另一种是受益人为委托人之外第三人的他益信托。如果是
他益信托，原则上委托人的责任财产会有所减少；如果是自益信托，委托人虽然丧
失对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但是取得了受益权，形式上委托人的责任财产似乎并未减
少[1]。

第一，在他益信托中，财产的经济利益从委托人向受益人转移。这还可以进一步区
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家族信托，相当于委托人对第三人进行赠与或者无偿的
转让；第二种情况，是把财产设立信托以履行委托人对第三人的义务。如果委托人
没有足够的财产去偿还所有的债务，或濒于破产，而仍然通过设立信托减少自己的
财产，这是给其他债权人带来风险的行为，是可撤销的。若委托人通过设立信托来
履行其对第三人的义务，只有目的为损害债权人的欺诈信托才是可撤销的。不过，
即使是为了偿债设立信托，但如果这一信托对委托人之债权人进行了不当的差别对
待，甚至排除部分债权人受偿，也应能撤销[2]。在家事信托中，为了支付抚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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赡养费的信托虽然会使债权人的利益受损，但由于其并非欺诈性的，个人认为不应
被撤销[3]。

第二，在自益信托中，委托人同时又是受益人，因此委托人并没有失去其财产的经
济价值，只是其财产的形态发生了改变——例如，从所有权转变为受益权。因此创
设这样的一个信托并不使债权人的利益受到威胁。例如，有1000万的资产，有500
万的借款，把800万的金钱设定信托，剩余的财产200万。这似乎构成债权侵害。
但是因委托人自己同时为受益人，受益权仍然是委托人（=受益人）的财产，并不
当然对其债权人造成损害。

但是，在有些情形下委托人所创设的即使是自益信托，也会威胁其债权人的利益[4]
。例如，在没有转让市场的情况下受益权很难转换为金钱，债权人不能马上出卖这
一受益权来满足自己的债权。委托人（=受益人）原则上享有解除信托的权利（第5
0条上段），这样委托人的债权人可以（代位）行使解除权，拥有返还给委托人的
财产。但是在另外的一些信托中，委托人终止信托的权利是受限制的（第50条下段
），此时濒于破产的委托人创设信托对债权人可能是有威胁的[5]。

而且，如果委托人运用自益信托，把自己的大宗财产设立信托，之后把受益权转让
给普通投资者，此时的投资者（受益人）更有运用善意法理加以特别保护的必要。

二、和《民法典》第538条的关系

信托法第12条属于债权人保护的规定，并没有详尽规定适用条件（例如信托设立和
负债的先后等），原则上可以参照《民法典》第538条的规范。

在满足《民法典》第538条撤销权要件的时候行使撤销权自无问题。

即使在受让人为善意的场合，虽然严格地讲并不符合《民法典》第538条的构成要
件（合同法理论上一般认为受让人如果是善意的，则债权人不可撤销），但根据《
信托法》第12条，也可以撤销信托（但受益人已经享受完毕的利益并无返还之必要
），原因在于，受让人（形式受让人=受托人和实质受让人=受益人）受让信托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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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一般没有支付对价，受托人仅仅是被转移财产的名义财产权人，即使信托被撤销
，也不会构成对受托人利益的损害。可以认为，在信托中，原则上受托人因信托被
撤销没有特别需要保护的利益，仅能根据合同法理针对委托人取得损害赔偿。

在委托人破产的场合，应参考适用《企业破产法》中的撤销权（《企业破产法》第
31条、第32条）。

三、撤销权的行使和受益人保护（第12条第2款）

债权人以诈害信托为由撤销信托之后，信托行为从设立当初即为无效信托，这样就
产生受托人返还信托财产的效果，受益人的受益权消灭。

根据《信托法》规定，若他益信托的受益人已经取得信托利益，应区分受益人善意
和恶意，来决定其是否应当返还。如果该受益人为恶意，则该利益构成不当得利，
自应返还[6]，如果受益人为善意，信托被撤销并不影响善意受益人“已经取得的信
托利益”。

但笔者以为，信托被撤销，受益权即丧失基础，因此，其受领利益均构成不当得利
，不应区分受益人是否善意，均应予返还。只是根据不当得利的返还规则，受益人
的善意恶意会决定返还的范围[7]：受益人为善意的，返还以现存利益为限（把“已
经取得的信托利益”解释为“已经享受的信托利益”）；受益人为恶意的，返还利
益的范围因当以受益人取得利益时的数额为限，即使该利益在返还之时已经减少甚
至不存在；如果给债权人带来损害，恶意受益人还应承担赔偿损害责任，因其与委
托人存在共同过错故也。

四、撤销权行使的期间（第12条第3款）

委托人之债权人的申请权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该期
间的性质为不可变期间，不中止、中断，属于除斥期间，非诉讼时效。《民法典》
还为该撤销权规定了行使的最长期间（5年），信托法中似应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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