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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权行使的法律效果和实现路径
马战胜

江苏杰仁律师事务所,江苏省南京市，210019；

摘要：债权人撤销权诉讼是一种债的保全方式。实务中，尽管债权人提起撤销权诉讼并取得胜诉，但由于我国《民

法典》的撤销权制度采取的是入库规则，债权人不能直接通过撤销权诉讼实现自己的债权，其只能请求相对人向

债务人承担返还财产等责任，无法从相对人处获得给付。正是由于该制度的“不公平”，导致债权人对主动提起

诉讼缺乏积极性，存在通过其他债权人追回责任财产再按顺序受偿的“搭便车”心理。《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

解释》的出台，虽然没有突破“入库规则”，但第 46 条第 3 款明确规定了在撤销权诉讼中，债权人可以申请对

相对人财产的保全，并且在主债权进入执行阶段的案件中赋予债权人代位执行权，对于债权人来说有了更加明确

的保护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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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撤销权行使的法律效果

我国《民法典》第 542 条明确规定了债务人行为被

撤销的法律效果，即：“债务人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

的行为被撤销的，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撤销权行使

的法律效果问题在本质上为撤销权的性质问题，有的学

者认为撤销权属于形成权，更多学者则认为撤销权是形

成权和请求权的复合
[1]
。而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案例

也支持第二种观点，即判决撤销的同时要求相对人向债

务人返还财产等。如果撤销权诉讼只撤销而不返还，那

么将使法律关系和财产归属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对各方

当事人都不利。因此，债权人撤销权兼具形成权和请求

权的性质，一方面使债务人与相对人实施的法律行为归

于无效，另一方面使债务人单独责任财产恢复至行为前

的状态。关于撤销权属于形成权与请求权复合，在《民

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46 条第 1款中也作出了

明确规定：“债权人在撤销权诉讼中有权同时请求债务

人的相对人向债务人承担返还财产、折价补偿、履行到

期债务等法律后果。”即债务人尚未给付相对人的，不

得再向相对人给付；已经给付的，相对人就其获得的债

务人给付负有原物返还、折价补偿责任。债务人为他人

债务提供担保的行为被撤销后，债务人不再负有担保责

任；债务人已经实际承担担保责任的，担保权人对债务

人负有返还责任
[1]
。在债务人放弃担保的情形中，撤销

权人有权请求相对人承担担保责任。在债务人恶意延长

债务履行期限、免除相对人债务的行为被撤销后，相对

人对于撤销权人就不能主张期限未届至、债权消灭的抗

辩，撤销权人有权请求相对人向债务人履行到期债务。

2 债权人债权的实现路径

一般而言，债权人提起撤销权诉讼的根本目的在于

保障其合法债权的实现。就保障撤销权人的个人债权受

偿的手段而言，第一种方式是直接确立撤销权人直接受

偿，但是我国《民法典》并未就债权人的撤销权作出此

种规定。第二种方式是相对人向债务人承担责任，但债

权人在行使撤销权时有权同时代位债务人行使对相对

人的权利，即撤销权衔接代位权，使撤销权人无须取得

对债务人的执行依据便可直接回收债务人对相对人的

权利。《民法典》和《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在制定过

程中，都曾经规定这一方案
[3]
。但该债权实现方式仍存

在一定不足，一方面是因为撤销权和代位权的制度功能、

适用对象、行使范围、行使条件均不相同，所以二者无

法完成衔接，难以同时行使。例如：代位权的行使要求

债权人的债权到期，但撤销权并不限于到期债权，这就

意味着即使诈害债权行为被撤销后，仍存在债权未到期

的情形，这就不满足代位权的行使条件。再如：代位权

行使的前提是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而债务人在其行为

被撤销后，也不一定会怠于行使要求相对人返还财产的

权利
[2]
。另一方面，从制度设计功能来看，撤销权是为

了保护所有债权人的利益，恢复债务人责任财产，采取

的是入库原则，而代位权的效果是使行使代位权的债权

人直接受偿，二者在法律效果上存在某种“倒挂”
[4]
。

据此，《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46 条规定了债

权人通过强制执行程序实现债权的路径。本条第 1款规

定撤销权人有权请求相对人向债务人承担返还财产或

者回转权利的法律后果。第 2款赋予了债权人请求有管

辖权的法院一并审理其与债务人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权

利。在此基础上，第 3款中进一步规定：债权人与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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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债权诉讼已经取得生效法律文书并进入执行阶段，

撤销权诉讼取得生效法律文书，债权人可以强制执行债

务人对相对人享有的权利，且债权人在撤销权诉讼中有

权保全相对人的财产。此种通过强制执行程序实现债权

的制度有以下几点较为明显的优势，首先，有管辖权的

法院在撤销权诉讼中可以对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主

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审查，避免债权人提起另一个诉讼，

减轻债权人诉累。其次，债权人符合债权实现条件时，

可通过执行程序一次性满足其债权实现的诉求，省略了

连环给付环节，否则在撤销权行使后，相对人必须先向

债务人履行，债务人进而又向债权人履行，其中可能还

会涉及撤销权判决本身强制执行问题
[2]
。最后，通过主

债权、撤销权判决与执行程序的配合，债权人实质上是

在诈害行为被撤销且责任财产恢复至债务人后，依据对

债务人享有的合法债权，而非行使代位权，避免了上述

撤销权和代位权同时行使的弊端。

3 实现撤销权之代位执行的核心

首先，《民法典合同编解释》46 条第 3 款规定，

“......人民法院可以就债务人对相对人享有的权利

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以实现债权人的债权......”前提条

件是债权人申请执行的情况下，在执行程序中法院可以

行使的权力。因此，债权人对于债务人的主债权已经取

得生效法律文书并进入执行阶段是撤销权之代位执行

行使的核心要件，也就是说撤销权的代位执行权是债权

人在主债权的执行阶段中享有的权利
[5]
。如果主债权尚

未取得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即使胜诉也并未申请执行，那

么都不能申请代位执行。因此，债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

清偿义务或者已无清偿能力的情况下要积极提起诉讼，

拿到胜诉判决后也要及时申请法院执行，否则即使发现

债务人恶意转移财产，因主债权尚未进入执行阶段，债

权人也无权要求行使撤销权之代为执行权。

其次，债权人如果发现债务人存在恶意转移财产的

诈害债权行为，应当立即向债务人住所地法院提起撤销

权诉讼，并要求保全相对人的财产。在撤销权诉讼中不

仅应当主张撤销债务人与相对人的诈害债权行为，同时

还应当主张相对人向债务人履行相应的返还义务。在司

法实践中，如果仅仅提出撤销诈害债权行为而未提出由

相对人向债务人给付返还的诉讼请求，那么在撤销权判

决中没有具体的给付内容，则会影响依据撤销权判决要

求强制执行给付的权利
[5]
。

最后，如前所述，在撤销权诉讼中，若仅诉请撤销

诈害行为，未明确相对人的返还义务，那么在债务人怠

于向相对人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债权人可再提起代位权

诉讼，以确保优先受偿
[5]
。此种特殊的撤销权衔接代位

权的受偿路径，是由于撤销权诉讼判决中，未以判项的

形式明确相对人对债务人的履行义务，在执行环节则无

法实现返还目的，只能通过代位权诉讼进行补救。

结语

综上所述，在《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出台前，撤

销权诉讼标的系撤销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的放弃、无偿

或者低价处分财产的行为，不具有财产内容，这样在撤

销权诉讼中就不能申请法院对相对人财产采取查封、冻

结、扣押的保全措施，实务中即便债权人申请法院保全

相对人财产，法院一般也会驳回债权人的申请，因此，

往往是撤销权诉讼程序走完了，相对人名下财产也早已

转移完毕，债权人希望执行到财产的目的就会落空，这

让债权人得不偿失，在此种情况下，债权人启动撤销权

毫无动力。《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出台后，其虽然是

部实体法，但从程序上明确规定了，在撤销权诉讼中，

债权人可以申请对相对人财产的保全，这也彻底打破了

因撤销权诉讼标的为“行为”而不能保全财产的僵硬做

法，充分体现了最高院贯彻实质审理案件，实质解决当

事人纠纷的态度。当然，撤销权之代为执行制度也仅仅

设立了债权人有权直接执行相对人财产的权利，根据入

库规则，此时相对人财产返还后也依然属于债务人责任

财产范围，如果有其他符合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还

得按照分配程序处理。如果没有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

撤销后的红利归于行权之人[2]。总之，撤销权之代位

执行权不但简化了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路径，还有效避免

了其他债权人对撤销权胜诉增加的责任财产申请执行

的“搭便车”行为，提高了撤销权诉讼的效率，同时也

维护了提起撤销权诉讼的债权人的公平权利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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