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 信托法律制度

考点 1：信托法律制度概述（★）

1、概念

信托是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

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和处分的行为。

2、信托的特征

（1）财产权主体与利益主体相分离

信托财产权主体为受托人，利益主体为受益人。

（2）信托财产独立

信托一旦有效设立，信托财产即从委托人、受托人以及受益人的自有财产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运作的财产，

仅服从于信托目的。

（3）有限责任

基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只要没有违反信托并已尽职守则，对受益人所负的债务、对第

三人所负责任均以信托财产为限。

（4）信托管理的连续性

信托不因受托人的欠缺而影响其成立，已成立的信托也不因受托人的更迭而影响其存续。

3.信托的制度功能

（1）信托最为基本的制度功能为转移财产和管理财产。

（2）转移财产是指委托人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实现信托财产与委托人的分离。

（3）管理财产是指信托受托人受委托人之托、利用自身的专业技能、财产管理经验与能力，为受益人的利益

经营管理或者处理信托财产，即“受人之托、代人理财”。

4.信托的分类

（1）民事信托与商事信托

①民事信托

涉及的是民事范围的信托事务。

【举例】家族信托。

②商事信托

涉及的是商事范围的信托事务。

【举例】公司资金运用信托。

（2）自益信托与他益信托

①自益信托

受益人与委托人合二为一的信托。

②他益信托

受益人为委托人以外的他人的信托。

（3）单独信托与集合信托

①单独信托

接受单个委托人委托，按照委托人确定的财产管理方式、单独管理与运用信托财产的信托。

②集合信托

接受两个以上委托人的委托，按照委托人确定的管理方式，集合多数人的财产加以管理与运用并将实现的收

益按照个人财产比例或者信托文件约定分给受益人的信托。

（4）意定信托与法定信托

①意定信托

基于委托人的意思表示，通过法律行为设立的信托。

②法定信托

基于法律规定而成立的信托。

考点 2：信托的设立（★★★）



1、信托成立

①采取信托合同形式设立信托的，信托合同签订时，信托成立；

②采取其他书面形式设立信托的，受托人承诺信托时，信托成立。

2、信托生效

信托成立后，只有在信托当事人、信托财产、信托行为和信托目的四个方面均符合《信托法》的生效条件，

才能使已经成立的信托生效。

（1）信托当事人

①委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

②受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法律、行政法规对受托人的条件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2）信托财产

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并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

（3）信托行为

设立信托，委托人和受托人的意思表示应当真实，并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4）信托目的

设立信托，必须有合法的信托目的。

【解释】信托目的不能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损害公共利益，不能专门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

的。

【解释】信托受益人也因信托的生效而产生信托受益权。

3.信托的绝对无效（自始无效、当然无效）

下列情形的，信托无效：

（1）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2）信托财产不能确定；

（3）委托人以非法财产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设立信托的财产设立信托；

（4）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

（5）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

（6）其他情形。

4.信托的相对无效

（1）委托人设立信托不得损害债权人利益，设立信托损害其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

信托。

（2）债权人的申请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 1 年内不行使的，归于消灭。

（3）人民法院撤销信托的，不影响善意受益人已经取得的信托利益。

【例-多选题】根据信托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信托中，属于自始当然无效信托的有（ ）。

A.信托财产不能确定的

B.委托人设立信托损害其债权人利益的

C.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的

D.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的

答案：ACD

解析：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信托无效：

（1）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2）信托财产不能确定（选项 A 正确）；

（3）委托人以非法财产或者法律规定不得设立信托的财产设立信托；

（4）专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选项 C 正确）；

（5）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选项 D 正确）；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绝对无效的信托具有当然性、自始性特征，无须任何人主张，自始当然无效。



考点 3：信托财产（★★★）

1、概念

信托财产是受托人因信托行为取得的财产。

2、信托财产的范围

（1）受托人因承诺信托而取得的财产；

（2）受托人因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而取得的财产；

（3）受托人因信托财产的处分而取得的财产；

（4）受托人因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如：保险赔款）

3、信托财产的条件

（1）可以成为信托财产

具有财产价值的东西，只要满足了可转让性、确定性与合法所有性要求，不论其采取何种存在形式，原则上

均可以作为信托财产，如金钱、不动产、动产、有价证券、知识产权等。

（2）不能成为信托财产

①商誉、经营控制权等营业上的利益，因非确定的独立财产，不能成为信托财产；

②人身权（如姓名权、名誉权、身份权）等具有专属性质的权利，因不能以金钱计算其价值，且不能转移，

也不能成为信托财产。

【例-单选题】根据信托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财产中，不得作为信托财产的是（ ）

A.不动产

B.股票

C.商誉

D.知识产权

答案：C

解析：具有财产价值的东西 ，只要满足了可转让性、确定性与合法所有性要求，不论其采取何种存在形式，

原则上均可以作为信托财产，如金钱、不动产、动产、有价证券、知识产权等。商誉、经营控制权等营业上

的利益，因非确定的独立财产，不能成为信托财产；人身权，如姓名权、名誉权、身份权等具有专属性质的

权利，因不能以金钱计算其价值，且不能转移，也不能成为信托财产。

4、信托财产的归属

（1）信托一经设立，财产权便发生转移，信托财产随即而生，这部分财产自此开始不再属于委托人，受益人

拥有的也仅仅是向受托人要求以支付信托利益为内容的债权，即受益权，信托财产只能归属于受托人。

（2）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的财产权与其本身所有的财产（以下简称“固有财产”）的财产权有着本质区别，

受托人对信托财产要根据信托文件的约定，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处分，而不是按照受托

人自己的需要来运用信托财产。

【解释】“受托人的固有财产”是指一切在信托法律关系成立之前便已经为受托人享有所有权的财产。

5、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信托财产在法律关系上属于受托人，但信托财产的管理、处分受信托目的的约束为信托目的而独立存在，受

托人并未取得信托财产的绝对权能。（独立性）

（1）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

设立信托后，委托人死亡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时：

①委托人是唯一受益人的，信托终止，信托财产作为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

②委托人不是唯一受益人的，信托存续，信托财产不作为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作为共同受益人的委托人死

亡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时，其信托受益权作为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

（2）信托财产独立于受托人

信托财产与受托人的固有财产相区别，不得归入受托人的固有财产或者成为固有财产的一部分。受托人死亡

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而终止，信托财产不属于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

（3）信托财产独立于受益人



信托关系存续期间，受益人只能主张信托利益，并不享有信托财产权。

（4）偿债方面具有独立性

受托人占有和控制信托财产，但受托人无权用信托财产清偿其与信托无关的个人债务。

（5）2 个“不得抵销”

①受托人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债权，不得与其固有财产产生的债务相抵销。

②受托人管理运用、处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所生的债权债务，不得相互抵销。

6、信托财产的物上代位性

信托设立后，因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处分，信托财产变化成各种形态，在信托结束前，不管信托财产

物质形态如何变换，均属于信托财产。

【举例】信托公司用信托财产“金钱”购买“股权”的，不论“金钱”还是“股权”均属于信托财产。

【例-判断题】委托人被宣告破产，委托人为唯一受益人，信托终止。（ ）

答案：√

解析：设立信托后，委托人死亡或者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被宣告破产时委托人是唯一受益人的，信托终

止，信托财产作为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