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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典权让与和转典都是典权人的权利，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典物的最大限度的利用。而典权

让与与转典的法律性质究竟有何区别，对出典人的法律后果如何，如何设计出一个既能适应市场经济

发展，又能保护出典人等各方典权法律关系主体利益的典权让与和转典制度，这却是一个棘手的问

题。

所谓转典，指典权人将典物出典于他人。即典权人对于自己所占有之典物，再设定典权。 转典可以称

之为典权人再次设典。既然典权人再次设典，那么转典权的取得来自于典权人的物权行为。 

    转典和典权让与的共同点是：1、均失去对典物的占有和使用；2、均是典权人想追求典物之价值而

不是使用价值。 

转典之利在于，转典虽然也是追求其价值，但典权人不脱离法律关系之外，反映了典权人认为典物

（典权）仍有利可图，自己不想身处其外，转典对于原典权人不利之处在于，转典人一方面要承担转

典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同时又不得超过原典价。而典权让与则反映了原典权人想脱离典权关系之外，

并且对典物之价值与利用价值预期不高。典权让与之利在于典权人脱离法律关系之外，免除了责任；

但是不利之处在于，如果典物升值，仍然有利可图，典权人已经无法再行利用典物。 

（参见图表一） 

图表 1 （说明：转典法律关系中，原典权法律关系主体并未发生变化。虚框之内表示产生了新的典权

法律关系。转典人丙并不承继乙的权利义务，而是发生与典权人乙之间的新的典权关系。） 

    以下结合立法草案文字加以说明与分析。 

（参见图表二） 

如无特别约定，应该视为可以转典。但转典之限制有二： 

一、转典之期限限制；期限之限制是合理的。 

二、转典之典价限制； 典价之限制未尽合理。其理由，但是由于有此限制，会产生如下诸多问题。 

问题之一，如果原典权人再次设典的典期超过原典期如何？再次设典的典期超过原典期，应认为超过

的期限无效（不生物权之效力），且不得对抗出典人。出典人得以在原典期届至之时请求回赎典物。 

问题之二，如果原典权人之再次设典的典价突破原典价如何？目前通说为不得超过原典价。但是，笔

者对此有不同见解。当典物升值，典物自然要实现其最大之价值，这是典权得以最大限度实现其价值

的基础。出典人既然设立了可以再设典的典权，说明了其已经对自己的所有权做出了处分。况且典期

时间较长，不动产存在巨大的升值可能，转典对实现典物的价值大有裨益。如果规定不能超过原典

价，对于实现典物之潜在价值和促进经济发展，均为不利。 应认为可以超过原典价，促进商业目的的

实现，促进经济的发展。梁稿中已经认识到转典之典价不超过原典价之弊端，但是其草案条文中所规

定的原典权人向转典权人负返还责任却无法律依据。笔者认为，典物之转典超过原典价不必由原典权

人向转典权人返还。 

问题之三，如果到期原典权人不回赎如何？台湾判例认为，转典人逾期未回赎典物，致转典权人取得

典权，使转典权归于消灭。，出典人得向转典权人以原典价请求回赎典物。若典权人抛弃典权，自然

典权回归于出典人。但是转典权作为物权尚未丧失，同时，到期后，出典人得以向转典权人请求回赎

典物。又，权利何以抛弃，但是义务并不能抛弃，转典人仍然要向出典人承担责任。 



问题之四，转典权人如果以转典价超过原典价为由拒绝向出典人返还如何？出典人为所有权人，得向

转典权人请求返还占有或者返还。 

问题之五，如果转典权人导致典物之毁损，灭失，转典人人是否要向原出典人承担责任？应该负责。 

问题之六，典权人得否抛弃其典权？梁慧星稿立法说明认为，民事权利虽可以抛弃，但设定转典后典

权人抛弃典权，将损害出典人利益，因此不能不予以限制。此条文为梁稿首创，于王稿和台湾地区民

法条文中未见。笔者对此条有不同意见。民事权利可以抛弃，岂有独典权不可抛弃之理？笔者认为，

设定转典权之后的典权，仍然可以抛弃。此抛弃应当向出典人通知，方产生抛弃之法律后果。典权抛

弃之法律后果，对出典人而言，则其无须向典权人支付典价回赎典物，对转典权人而言，其转典权变

为典权，但范围限制在原转典权内容之内。仍然可以继续享有，直至转典权消灭。 

转典权之设定，来源于典权人基于自己的所有权所做的物权行为。如果典权人不授权，自然无转典权

之设定。因此，如果有转典人抛弃典权，若转典价低于原典价，则出典人应在转典价回赎；若转典价

高于典价，则在原典价之范围内请求回赎。转典权人抛弃回赎权，或者抛弃典权，所生之利益应当回

归于所有权，自无异议。 

问题之七，如果抛弃，则转典权人法律地位如何？如果转典权人抛弃典权，转典权人立即变为典权

人，但是此典权关系内容变为转典权设立协议中之内容。则如果没有抛弃，仅仅是到期不回赎，转典

权人法律地位如何？则回赎期届至时，转典权人变为典权人。 

（参见图表三） 

问题之八，出典人与转典权人之间有无法律关系？应认为并无直接法律关系存在，仅在转典人抛弃典

权或者不回赎的情况下才产生法律关系。 

结论 

兹总结典权让与与转典之区别如下。 

一、就权利来源而言，典权让与由典权之性质决定；而转典来自于所有权人处分之效力（出典人之物

权行为）； 

二、就是否要出典人同意而言，典权让与无须经过出典人同意；而转典应经过出典人同意。（出典人

可以在典权设立合同中特约禁止转典） 

三、就典权人是否脱离原典权法律关系而言，典权让与法律关系中，典权人脱离原典权法律关系；而

转典中，典权人（转典人）并不脱离原法律关系。 

四、就是否要超越原典价而言，典权让与中，让与人可以超过原典价出让典权；而转典中，先行通说

为不得超过超越原典价再次设典。（笔者对此持不同意见。） 

五、就法律实质而言，典权让与为典权人典权之处分；而转典为转典人对典物之处分。 

六、就法律后果而言，典权让与中，受让人有与原典权人同一之权利；而转典中，转典权人权利与原

典权人权利不同，对其义务不承继。典权让与中，原典权法律关系内容不变，但主体发生变化；而转

典中，原典权法律关系不变，主体亦不变，但产生新的典权法律关系 

    兹提出立法建议如下： 

第××条  [典权的让与]  典权人将典权让与给他人的，受让人取得与典权人同一的地位。 

第××条  [转典] 

转典为典权人再设典，但典权设立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再设典可以超过原典价和原典期，但对出典人不生效力。 

    典权人得抛弃典权，但抛弃应通知出典人并于登记簿涂销登记时始得生效，典权人之义务不可抛

弃。 



    典权人抛弃典权，再设典期届满，出典人得向转典权人回赎典物。典价高于转典价的，以转典价回

赎；典价低于转典价的，以典价回赎。 

    典权人对转典所生损害对出典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注释: 

  

   陈荣隆.转典后典物之回赎[A].民法物权实例问题分析[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210-224.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83. 

  

   王泽鉴.民法物权(用益物权•占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15 

  

   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587 

  

   王利明.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131 

  

  [注释] 

  

   参见陈荣隆：转典后典物之回赎[A]，民法物权实例问题分析[C]，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212页。 

  

   参见台湾地区民法第915条；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第1

版，第590页。 

  

   陈荣隆：转典后典物之回赎[A]，民法物权实例问题分析[C]，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218页。 

  

   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第1版，第591页。 

  

   台湾民法物权编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934条之一，经转典之典物，出典人向典权人回赎时，典权人不于相当

期间向转典权人回赎并涂销转典权登记者，出典人得于原典价范围内，以最后转典价径向最后转典权人回赎典

物。前项情形，转典价低于原典价者，典权人或转典权人得向出典人请求原典价与转典价间之差额。出典人并

得为各该请求人提存其差额。笔者认为此规定不妥。因为出典人无义务负此差额，因为典权人也许愿意如此处

分自己的典物，又关出典人何事？又，典权人到期不赎，已有问题，应当就其行为所产生之后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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