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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托财产法律问题研究》简介：信托财产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得到普遍适用。
大陆法系国家在引进中遇到的制度障碍是不存在“双重所有权
”、不存在衡平法基础。
中国《信托法》没有明确规定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属于受托人，而只规定信托财产的经营管理的权利归
受托人享有。
立法模式上，不动摇委托人享有民法上所有权的情况下，符合信托本意的做法是，在符合信托目的时
信托法上的所有权归于受托人、受益人享有受益权。

信托财产的类型从有形财产扩展到无形财产，其特征是确定性、可转让性。
信托文件在信托财产范围界定上具有权威性。
信托财产独立性会产生闭锁、破产隔离和可追及的效应，在合法的前提下其效果必须公正。
信托财产公示制度是交易安全的重要保障。
动产、不动产及权利应按照各自特点进行公示。
公示对抗主义对信托各方权利的保护更为有利。
信托财产管理是实现信托目的的方式。
信托文件是管理信托财产的基本依据。
受托人对信托财产应谨慎投资、履行忠实义务，对信托财产亲自管理、分别管理。

总的来看，信托财产管理具有自治性，信托财产呈现出一定实体性，信托财产向着商业化、专业化的
营业信托方向发展。

 《信托财产法律问题研究》由董慧凝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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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如果法律上确认抵押权优先于信托受益权，在这种情况下，信托登记制度的有无，对信托财
产的他项权利并无实质性的影响。
但是，如果抵押权优先于信托受益权的原则不能得到法律层面上的确认，则在已经设定抵押的财产又
设立信托的情况下就可能引发信托当事人及第三方之间的纠纷。
第二种情况是委托人将已经设立信托的财产又设定抵押，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受托人或受益人或抵押
权人知悉，或者信托财产被抵押权人处置，影响受托人的管理及受益人的利益，就会引起当事人的纷
争，而在这种纷争中，抵押权人几乎肯定会主张信托设立不生效。
在法官自由裁量的情况下，信托是否生效及何方当事人利益受损都是很难确定的事情。
因此，与设立抵押相关的交易事项就难以确保安全。
而如果有了财产登记制度，各方当事人将了解信托财产的权利状况，有利于各方当事人识别和规避风
险，提高交易的安全性。
5.2 各种类型信托财产的公示由于信托财产的范围十分广泛，种类十分繁多，因其性质各异，故其公示
方式各有不同。
《日本信托法》第3条规定：“1.关于应登记或注册的财产权，在信托时如无登记或注册，则无法对抗
第三人；2.关于有价证券信托，要按照敕令的规定在证券上标明属信托财产；关于股票和公司债券的
信托，则要在股东名单或公司债券底账上明确记载属于信托财产，否则，无法以此对抗第三人。
”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第4条规定：“以应登记或注册之财产权为信托者，非经信托登记，不得
对抗第三人。
以有价证券为信托者，非依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规定于证券上或其他表彰权利的文件上载明为信托财产
，不得对抗第三人。
以股票或公司债为信托者，非经通知发行公司，不得对抗该公司。
”从上述立法例可以看出，其均按照信托财产的不同性质，分别按照民法有关不动产、准不动产、有
价证券以及股票和公司债的分类规定了不同的公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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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董慧凝所著的《信托财产法律问题研究》试就“信托财产法律问题研究”作为中心论题。
考察信托财产立法的模武，探讨中国信托财产体系的构建；研究信托财产范围的确定、信托文件对信
托财产范围确定的作用、信托财产的同一性、信托财产向主体性的扩展；深入考究信托财产独立性问
题，进一步发掘信托财产独立性的效应、法律限制、占有瑕疵的承继及实体性的体现；针对中国信托
财产公示缺失的问题探讨信托财产公示对交易安全保障的意义、公示的效力、受益人及债权人的撤销
权等问题；分析信托财产管理中受托人的投资及管理义务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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