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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诉讼时效制度是因时间经过而对权利发生影响的制度。
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制度，诉讼时效制度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为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稳定社会秩序，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诉讼时效制度得以产生。
　　罗马法裁判官法最早对诉讼时效制度进行了规定。
后世各国，多在民法中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规定，有的国家甚至专门起草时效法。
我国《民法通则》专章对诉讼时效制度进行了规定，但其仅规定了七条内容，分别从诉讼时效的效力
、期间、中断、中止、延长、义务人的自愿履行等方面进行了框架性规定，有失简略。
此后，最高人民法院相继作出一些关于诉讼时效方面的司法解释，其中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
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复(1994)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务人在约
定的期限届满后未履行债务而出具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款条诉讼时效期间应从何时开始计算问题的批复
》、法复[1997]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否应当受法律保护
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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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针对诉讼时效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
的制度特点，分别从起草背景与历史沿革、争议观点、比较法研究、条文起草本意、相关法理、司法
实务中应予注意的问题、相关案例等七方面内容进行了全面、深入地阐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通过多层次对民事案件诉讼时效内容进
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细致的诠释与解读，融实务性、学术性、专业性与指导性于一体，对于诉讼时效的
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均具较高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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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条文起草本葸　　(一)理论背景——未定履行期限合同履行期限的确认一般而言，“履行期
限”的届满日是起算、确定“诉讼时效期间”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时间基点。
当事人从何时“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无疑是人民法院在适用诉讼时效制度时不可回避
的一个问题。
尽管是以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为认定基础，即采主客观统一的认定标准。
当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时，如当事人仍不履行其承诺的义务，则认定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其权利受到侵害，与该“时间点”相衔接而起算的诉讼时效期间，在实务操作中具有客观性、确定
性、唯一性和实用性的特点。
因此，对于因该类合同发生争议而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人民法院应以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作为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日，这在理论上及实务操作上均无异议。
实践中，涉及借款合同、买卖合同、租赁合同、加工承揽合同等民事诉讼案件，其诉讼时效期间的确
定均遵循上述原则。
　　如前所述，在合同明确约定“履行期限”的情形下，起算“诉讼时效期间”就有了确定的时间基
点。
但问题在于，实践中常常出现合同中没有约定履行期限或者约定不明的情况。
对此类合同引起的纠纷，司法救济亦应有相应的解决办法。
因此，对于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如何确定其诉讼时效期间，这一直是审判实务工作中需要解决而
又颇存争议的问题。
　　解决“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问题，首先还是应根据实体法关于合同解释的原则规定，尽量填补
合同中关于“履行期限”之约定的空白。
例如，根据《合同法》第61条规定，“在合同生效后，如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
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
习惯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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