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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军人离婚时特殊财产的认定与分割 

魏广存 

内容摘要：军人特殊财产确定归属如下： 

    一、纯属军人一方个人财产的有：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伤残抚恤金、医药生活补助费。 

    二、明确属夫妻共同财产的有：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但必须是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部分。 

    三、兼有个人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性质的有：复员费、转业费、自主择业费、退役医疗保险金。 

    四、既不属于军人一方个人财产，也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有：优待金、死亡抚恤金。 

    主题词：军人  特殊财产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幸的家庭都各有各的不幸，当爱已成往事，人们关心最多的，往往是离

婚时的财产分割。在离婚案件中，人们知道婚前财产属个人财产，婚后所得属共有财产，无过错的一方可

以要求多分。但对于很多“特殊财产”难以分割。特别是，近年来，部队官兵遇到的涉法问题中，离婚纠纷

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有关军人离婚财产归属或分割的问题逐渐成为一个热点。军人由于身份上的特殊性，

发放到军人名下的特殊费用如何确定归属？与其有关的财产性质也比较复杂， 含身份性财产[1]其中所涉

及的法律规定也比较庞杂。军队稳定关系国计民生，因此，法律不仅对于军婚做特别保护，离婚须征得军

人同意，而且在财产分割时，对于军人也有特别的规定。下面与大家探讨一下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军人特

殊的特殊财产的认定与分割。 

    军人基于其职业的特殊性，除具有普通人所具有的一般财产外，也有一些特殊财产，如复员费、转业费、

自主择业费、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医药生活补助费、退役医疗保险金、优

待金、死亡抚恤金、伤残抚恤金等等。对于这部分与军人身份有关的特殊财产，应区分不同情况，确定其

归属。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三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

意见》第三条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复员、转业军人所得的复员费、转业费，结婚时间１０年以上

的，应按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复员军人从部队带回的医药补助费和回乡生产补助费，应归本人所有。

第六条规定：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的生

产资料经过８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４年，可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但是 2001年 4月 28日《婚姻法》修

正后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规定：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

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因而，根据法的效力层次理论，《婚姻法》修正之

后，那个结婚时间１０年以上的规定及经过 8年或者 4年的规定不再适用。也就是在说，在 2001年 4月

28日之后，按照法律，夫妻共同财产的形成不再有结婚后经过几年而转化为共同财产的法律规定。只要是

共同财产，在离婚时便有财产分割问题，从来没有与结婚年限有关系。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军人特殊财产确定归属如下： 

    一、纯属军人一方个人财产的有：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伤残抚恤金、医药生活补助费。 

    自 2001年 4月 28日施行的新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

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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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4年 4月 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

三条规定：军人的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医药生活补助费属于个人财产。由此可见纯属军人一方个人

财产的有：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伤残抚恤金、医药生活补助费。 

    二、明确属夫妻共同财产的有：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但必须是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部分。 

    《婚姻法》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财产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应当

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二)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由此可见明确属夫妻共同财产的有：住

房补贴、住房公积金。但必须是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部分。 

三、兼有个人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性质的有：复员费、转业费、自主择业费、退役医疗保险金。 

 

    《婚姻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

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的，以夫妻婚姻关系存续年限乘以年平均值，所得数额为夫妻共同财产。 

    前款所称年平均值，是指将发放到军人名下的上述费用总额按具体年限均分得出的数额。其具体年限为

人均寿命七十岁与军人入伍时实际年龄的差额。 

由此可见兼有个人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性质的有：复员费、转业费、自主择业费、退役医疗保险金。发放

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转业费、自主择业费中，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得的部分属夫妻共同财产，其余的

属军人个人财产。假如：高某 20岁入伍，结婚 10年，复员时获得复员费、自主择业费共 20万元。那么年

平均值=20万元÷（70岁-20岁）=0.4万/年。复员费、自主择业费中的夫妻共同财产部分=10年×0.4万/年

=4万元。那么离婚时配偶一般能从 20万元复员费、自主择业费中分得贰万元，另 18万元属于高某的个人

财产。 

    而军人的医疗保险，实际上是指“退役医疗保险”，因为军人在服现役期间享受公费医疗待遇，不存在医

疗保险问题。根据《军人退役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师职以下现役军官、局级和专业技术四级

以下文职干部和士官，每人每月按照本人工资收入 1％缴纳退役医疗保险费。可见，军人缴纳的退役医疗

保险费，实际上是其工资的一部分。但“退役医疗保险费”并不等同于“退役医疗保险金”。在“退役医疗保险

金”中，除了军人自己每月缴纳的“退役医疗保险费”外，还包括国家按照军人缴纳的退役医疗保险费的同等

数额给予军人的“退役医疗补助”，这两项资金连同每年计算一次的利息，共同组成军人退役医疗保险个人

账户。军人退出现役后，其退役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上的资金（即退役医疗保险金）全部转入其安置地的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从而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体系。根据《军人退役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第十五条规定，

军人牺牲或病故的，其退役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资金可以依法继承。据此，军人的“退役医疗保险金”依法应

属军人个人财产。但在下列两种情况下，军人缴纳的“退役医疗保险费”（不包括国家给予的退役医疗补助

费）及其利息退还本人：一是升为军职或享受军职待遇；二是致残之被评为二等乙级以上。这时，退还给

军人的退役医疗保险费及其利息，其性质仍属工资的一部分，因此，应属于该军人的夫妻共同财产。 

    四、既不属于军人一方个人财产，也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有：优待金、死亡抚恤金。 

    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优待金属于义务兵家庭所有，不是军人个人财产。士官和

军官家庭不享受优待金待遇。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死亡抚恤金归烈士、因公牺牲军

人、病故军人的遗属所有，不是军人个人财产，当然也不能作为遗产继承。这里的“遗属”是指父母、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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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没有父母、配偶、子女的，抚恤金发给未满 18周岁的兄弟姐妹和已满 18周岁但无生活费来源且由

该军人生前供养的兄弟姐妹。 

    五、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第四条

第（二）项“关于一方婚后所得的下岗补助金和买断工龄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下岗补助金是人

民政府支付给下岗职工的生活费用，具有未来生活保障金的性质，这部分费用是专门用来安排下岗职工生

活的，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质，如果将下岗补助金或者失业救济金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将会影响下

岗职工一方的生活，因此，无论从下岗补助金的性质，还是从财产效能上看，都不宜将下岗补助金作为夫

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所谓买断工龄款，即用人单位一次性对职工进行经济补偿，职工获得补偿离开工作

单位，从此单位不再对职工负担经济责任所支付的款项。买断工龄款的结构构成比较复杂，主要是对职工

放弃工作岗位后对职工今后生活所提供的一种基本保障，性质上类似养老保险金，这种款项是与特定人身

密不可分的，应当视为一种个人财产，一般不宜作为共同财产分割。”由此可见一方婚后所得的下岗补助金

和买断工龄款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财产

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三)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

金、破产安置补偿费。该座谈会纪要通知与《婚姻法》解释（二）相矛盾，由于座谈会纪要通知在后，且

法院在办案中适用该纪要。复员费、自主择业费与下岗补助金和买断工龄款性质相近，参照该座谈会纪要

精神，似乎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也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婚姻法》解释（二）第十四条已

作出有利于军人的规定，座谈会纪要未涉及复员费、自主择业费，所以笔者认为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

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应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部分属于军

人的个人财产。 

    综上所述，军人含身份性财产离婚分割时应在遵守相关法律强行性规定的框架内分割，宜由军人继续拥

有该财产而给配偶经济补偿。离婚案件中涉及这些特殊共有财产分割时，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婚姻法与相关

法律的衔接及适用，梳理与厘清相互间的法律关系，理性应对及完善相关立法的缺漏与不足。（3729） 

  

    注：[1]含身份性财产系指配偶一方因某种身份即成员资格而取得的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