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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异议及其救济

           —— 以河南省为分析样本

李林启1，李 焱2

（1. 河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2. 河南驼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  长垣  453400）

摘 要：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的异议不仅是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体现，亦有利于人民法

院对案件事实的查明，被申请人异议及其救济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实证研究表明，

被申请人主要就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主体资格、基础合同、担保合同等方面提出异议。由于立法及相关司

法解释规定缺失，对被申请人异议如何救济，学界及实务部门存在分歧。针对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

人异议救济困难重重的状态，应准确界定实质性争议问题，明确被申请人享有另行起诉的权利，完善被申

请人通过诉讼程序救济的途径，确立被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

关键词：担保物权；实现担保物权程序；异议；救济；实证

中图分类号：D9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3745（2018）06 - 0085 - 13

担保物权制度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民

事法律制度，而担保物权的实现则是影响担保物权

制度发挥效用的重要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中

规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程序使得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

由诉讼转向非讼，更有利于担保物权制度功能的充

分发挥。在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提出异

议，不仅是对其自身权利进行保护的体现，亦有利

于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查明。有异议就应有救

济，然而，对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的异

议及其救济，《民事诉讼法》未作出明确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a以河南省为样本对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审查制度进行实证分析，其原因有二：一是在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中部
地区属欠发达的中间层次，河南省位于我国中部地区，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具有代表性；二是截至2017年12月
31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共发布实现担保物权案件15683件，其中河南省有401件，案件数量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
位于第7，具有典型性。 

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

虽然规定了被申请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但

对被申请人异议被驳回后如何进行救济的问题未作

详细的规定。相关规定的原则性加之各地基层人民

法院在对实现担保物权案件进行审查时采用职权主

义，导致实践中对被申请人异议的救济较为混乱。

本文以位于我国中部的河南省为样本a，对实现担

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异议进行全样本实证考察，

以期客观反映我国实现担保物权案件被申请人异议

及其救济的运行现状，验证相关立法的实际效果，

并针对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异议及其救济

存在的问题从实证的角度提出建设性意见。具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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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对象上，本文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发布的裁判

文书作为选取案件样本的来源，以2013年1月1日至

2017年12月31日为时间段，选取河南省各地基层人

民法院审结的所有401例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对实

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异议进行全样本实证研

究。这401个案件来自河南省各地66个基层人民法

院，占河南省所有163个基层法院的40.5%，接近河

南各地基层人民法院总数的一半，其中郑州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结实现担保物权案件106

件，占河南省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总数的26.4%，其

次是济源市人民法院（23件）、许昌市魏都区人民

法院（22件），各地基层人民法院审结实现担保物

权案件的具体数量(详见表1)。

表1 河南省各地基层人民法院审结实现担保物权案
件数量分布

一、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

异议类型分析

本部分秉持“理论联系实践”的理念，运用实

证研究法对河南省所有样本案例进行总体性的描述

统计，对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异议在司法

实践中的类型进行分析，以获得被申请人异议情况

的总体直观认识；并对被申请人提出异议的实现担

保物权典型案例进行个案分析，以发现隐藏在其中

的裁判规律性。当然，统计学并不能完全反映实现

担保物权案件中异议问题的所有情况，本部分会结

合诉讼法学、民商法学等基本理论知识对样本的相

关数据进行阐释、分析。401件样本案例中，被申

请人提出异议的81件，占样本案例总数的20.2%， 

被申请人未提出异议的210件，裁判文书中未提及

被申请人是否提出异议的110件（详见表2）。在81

件被申请人提出异议的案件中，每个案件异议理由

各有不同，如对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的主体资格有

异议、主债务有瑕疵、利息、违约金、律师费等有

异议、担保物权存在瑕疵、担保物存在问题、侵

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适用程序有异议等，此

外，被申请人还提出已经还款、已经与借款人离

婚、借款人已经死亡、未届清偿期、所涉抵押物已

被查封或者转让、抵押物系唯一住房、希望达成和

解等多种异议。这些异议中，有些异议纯粹是为了

拖延时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下面我们主

要就被申请人提出的比较普遍的几种异议进行分类

分析。

表2    被申请人有无异议情况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无异议 210 52.4 52.4 52.4

有异议 81 20.2 20.2 72.6

未明确 110 27.4 27.4 100.0

合计 401 100.0 100.0

（一）对主体资格有异议

法律秩序的具体构建是以法律主体作为法律关

系的轴心来进行的，[1]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主体即

申请人、被申请人等各方当事人，不管是在主合同

还是担保合同中，当事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当

事人的主体资格存在问题，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就无

法进行。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对主体资格有异议

是被申请人异议的重要类型之一。

1.对申请人的主体资格有异议

申请人作为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的一方主体，

决定着实现担保物权程序的启动与否，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近年来，随着信贷市场的快速发展和担

保交易的频繁发生，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也在不断增

多。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的申请人除了金融机构、

自然人外，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等作

为申请人出现的次数也越来越多，申请人类型的多

样化，使得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更为复杂。
[2]在河南

省401件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对申请人的主体资

格提出异议的案件数量并不多，只有4件，占样本

案例总数的1%（详见表3）。

表3   被申请人异议理由——申请人主体不合格情况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无 397 99.0 99.0 99.0

有 4 1.0 1.0 100.0

合计 401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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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申请人的主体资格有异议的4例案件中，

其中两例法院以申请人主体不适格驳回了申请人的

申请，一例法院是以有实质性争议为由驳回了申请

人的申请，另外一例是法院经审查并举行了听证之

后认为合同合法有效，支持了申请人的申请。由此

可以看出，对被申请人提出相同的异议，不同的人

民法院审理会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这就出现了同

案不同判的情形。

案例1：申请人济源市汇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向法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要求拍卖、变卖

被申请人抵押的房产，被申请人提出异议称借款合

同上缺少出借人的签字，出借人不存在。法院审查

后裁定驳回申请人的申请，告知其可以向人民法院

另行起诉。a 

本案中，被申请人称其与申请人签订的借款合

同上缺少出借人的签字，出借人不存在，这是对出

借人的主体地位提出了质疑，实际上对主合同提出

了质疑，法院以存在实质性争议为由驳回了申请人

的申请。

2.对被申请人的主体资格有异议

在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作为申请

人的相对方，作用同样重要。被申请人作为义务的

承担者固然应及时履行自己的还款义务，但是其权

利的保护也不可忽视。在司法实践中，并不是只有

债务人作为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还可能是担保公司

或者是为债务人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所以在实现担

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会对

其自身的主体适格问题提出异议。在河南省401件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相对于申请人主体资格的

异议，对被申请人主体资格提出异议的案件数量要

多些，有17件，占样本案例总数的4.2%（详见表 

4）。

表4   被申请人异议理由——被申请人主体不合格情况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无 384 95.8 95.8 95.8

有 17 4.2 4.2 100.0

合计 401 100.0 100.0

对被申请人的主体资格提出异议的理由中，主

a参见《济源市汇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王午朝实现担保物权纠纷案》，河南省济源市人民法院（2015）济民特
字第18号民事裁定书。

b参见《柴惠琴与藏春风、冯灵勋实现担保物权纠纷案》，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2015）魏民担字第2号
民事裁定书。

要有被申请人并非该借款的实际用款人、借款人不

止被申请人一人、借款人已经去世且借款时被申请

人并不知情、借款时为夫妻纠纷发生时已离婚等，

从这些理由来看，对被申请人主体资格有异议的案

件一般涉及多个债务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

断发展，诸如夫妻借款或者合伙贷款的情形越来越

多，这种情况下还款时出现的状况也越来越多，其

中借款人恶意串通逃避还款的情况难以避免，实现

担保物权案件中也存在此种情况。

案例2：申请人柴某某与被申请人藏某某签订

了借款合同，被申请人冯某某作为保证人出具了保

函：自愿为藏某某的借款本息等相关款项承担连带

偿还责任。合同签订后，申请人依约支付了借款，

合同到期后，被申请人拒不归还本金，另一被申请

人冯某某也未按照保证函的承诺履行还款义务。申

请人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被申请人提出异议

称其对借款合同、保证函上的签字均不知情，且被

申请人未向申请人借款，被申请人不应当承担担保

责任。b 

本案中，既有借款人又有保证人，有两个被申

请人，其中借款人称其未向申请人借款，这就不仅

涉及到了被申请人的主体资格问题，还涉及到了借

款事实问题，所以法院经审查后对于申请人的申请

不予支持。

（二）对基础合同有异议

担保物权是以确保债权受清偿为目的而设立

的，是对主债权效力的加强与补充，具有从属性和

不可分性。在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基础合同就

是债权产生的借款合同，首先要有借款事实的存在

才有担保物权问题的出现，进而才存在实现担保物

权。基础合同的内容主要包括借款的金额、时间、

还款期限、利息、违约金等事项，被申请人的异议

亦主要针对这些方面提出。

1.主债务有瑕疵

在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对主债务有

异议通常是对借款合同中的相关事实有异议。在河

南省401件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提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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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有瑕疵的案件有28件，占样本案例总数的7.2%

（详见表5）。

表5   被申请人异议理由——主债务有瑕疵情况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无 372 92.8 92.8 92.8

有 29 7.2 7.2 100.0

合计 401 100.0 100.0

具体来说，被申请人对主债务有异议一般是对

借款的事实、借款的金额、还款的金额、借款时签

订的条款或者是借款合同非本人签字等问题存在争

议。其中出现最多的案件是已归还部分借款，对实

现担保物权的数额有异议，对此种案件就需要被申

请人拿出有力的证据来进行证明，如果没有提供证

据证明，法院对被申请人提出的异议不予支持。此

外，还存在对借款的事实有异议或非被申请人本人

签字等问题。

案例3：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二里岗支行与被申请人李某签订了《个人借款／

担保合同》。借款到期后，经申请人多次催收仍未

归还，故申请人向法院提起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

被申请人称双方存在真实借款关系，但申请人提交

的借款合同及抵押合同与被申请人当初签字的并不

一致，申请人提交的两份合同的签字并非被申请人

签字，所以对申请人提出的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并

不认同。法院认为本案属于民事权益争议，当事人

对实现担保物权有实质性争议，故不宜适用特别程

序审理，申请人可通过普通程序另行主张权利。a 

本案中，被申请人提出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并

非本人签字，即对主债务的相关内容提出了异议。

涉及到合同当事人签字真伪的问题，人民法院很难

通过形式审查确定其真实性，因而人民法院以存在

实质性争议为由驳回了申请人实现担保物权的申

请。

2.对利息、违约金、律师费等有异议

社会经济活动中，亲朋好友之间的小额借款可

能不会谈及利息问题，但向银行或者担保公司借款

a参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二里岗支行与朗实现担保物权纠纷案》，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2015）开民特字第81号民事裁定书。 

b参见《郭松龄与王东辉实现担保物权纠纷案》，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法院（2015）魏民担字第25号民事裁
定书。 

利息肯定是存在的，特别是民间借贷作为一种比银

行借款更加快捷灵活的融资方式大量出现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这其中利息的多少、如何计算等问题

相对来说就更加复杂，也时有发生。此外，由于借

款数额的巨大，在实现担保物权时违约金与律师费

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

请人就利息、违约金、律师费等提出异议的情况也

不在少数。在河南省401件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

被申请人对利息、违约金、律师费等有异议的案件

有30件，占样本案例总数的7.5%（详见表6）。

表6   被申请人异议理由
——利息、违约金、律师费等异议情况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无 371 92.5 92.5 92.5

有 30 7.5 7.5 100.0

合计 401 100.0 100.0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对利息、违约

金、律师费等有异议的案例较为普遍，在这些案件

中，一般在签订借款合同时都对利息作了约定，有

的同时对利息、违约金均作了约定，对于利息与违

约金能否同时得到支持在学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利

息是我国法律规定应当支付的，违约金需双方当事

人事先约定，我国司法实践中，同时对利息、违约

金都作了约定的，一般可以两者同时主张，但是两

者之和不能超过银行同期利率的4倍。在实现担保

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对利息、违约金、律师费等有

异议的，人民法院的处理相对来说比较一致。

案例4：申请人与借款人范某某、被申请人王

某某签订了抵押借款合同，借款到期后，经申请

人多次催要，借款人仍未归还借款。申请人向法院

申请实现担保物权，被申请人称借款本金确实已经

收到，但对申请人要求的利息、违约金的计算有异

议，认为既然计算利息就不应再重复计算违约金。

法院审查认为申请人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要求合法

有据，予以支持，但双方未在《抵押借款合同》中

约定违约金条款，故申请人关于违约金的请求，没

有事实依据，不予支持。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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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法院对申请人提出的未在合同约定内

的违约金不予支持，保护了被申请人的利益。在实

现担保物权案件中，涉及利息、违约金、律师费等

纠纷的，人民法院相对容易查明，此类案件中一般

不会影响担保物权的实现。

（三）对担保合同有异议

如果说基础合同是实现担保物权的前提，那

么担保合同就是实现担保物权的依据。担保合同中

一般对担保物及其范围、实现担保物权的条件等内

容都做了约定，实现担保物权的条件成就时，申请

人可以向法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司法实践

中，被申请人对担保合同提出异议的案例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多的，异议理由主要是担保物权的设立及

担保物存在问题等。

1.担保物权存在瑕疵 

担保物权是为了确保债权的实现设立的，包括

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抵押物可以是动产或不动

产，质押可以是动产或者权利，留置财产一般是动

产。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自然人与

自然人、自然人与法人、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债务往

来日渐密切，担保物权对债权实现的保护作用至关

重要。在河南省401件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

请人提出担保物权存在瑕疵的案件有22件，占样本

案例总数的5.5%（详见表7）。

表7   被申请人异议理由——担保物权存在瑕疵情况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无 379 94.5 94.5 94.5

有 22 5.5 5.5 100.0

合计 401 100.0 100.0

担保物权存在瑕疵的情形主要是被申请人对担

保合同、担保债权的范围、担保财产的范围、还款

的期限等有异议以及担保合同未进行抵押登记或是

在合同中约定不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等。担保物权存

在瑕疵会直接影响担保物权的实现，如被申请人在

对实现担保物权提出异议时多数是以未届清偿期为

由，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期还款的方式，一般

是在合同中约定连续几个月未按时偿还利息就可以

a参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县支行与韩红雨、李凡实现担保物权纠纷案》，河南省许昌市魏都
区人法院（2015）魏民担字第10号民事裁定书。

b在河南省401件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担保物为房产、土地使用权的有275件，占样本案例总数的68.6%。

要求借款人提前清偿，所以，对于被申请人提出的

未届清偿期的异议，我们要看合同中的具体约定。

还有被申请人对抵押合同的效力问题提出异议，抵

押合同是签订时起生效，抵押权登记时设立。[3]911

在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是用房产

或者不动产进行抵押，对于不动产抵押我国采取

的是登记生效主义，自登记时抵押权设立，未经登

记，不得对抗第三人。

案例5：忽某某与申请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许昌县支行签订《个人额度借款合 

同》，二被申请人与申请人签订《个人最高额抵押

合同》，将其共有的房产一套为忽某某提供抵押，

并依法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忽某某在收到贷款后，

逾期未归还本金，申请人向法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

的申请。被申请人韩某某提出异议称，合同不是其

真实意思表示，该合同不成立；且申请人未办理抵

押证明，不能拍卖、变卖被申请人的财产；另一被

申请人李某某称同意韩某某代理人的意见。法院经

审查认为被申请人提出的异议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

证明，不予支持。a 

本案中，被申请人非为借款人，而是用自己的

房产为借款人提供了担保，此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

非常普遍，虽然被申请人提出了异议，但是也被法

院以无证据为由驳回了异议申请，像此种第三人提

供担保的情况，虽然事后可以向借款人追偿，但是

正在居住的抵押房产被拍卖、变卖，涉及到的不仅

仅是追偿的问题，还有最基本的居住权保障问题。

因而，第三人为借款人提供担保一定要慎重考虑，

法律也要对第三人作为被申请人的权利给予保护。

2.担保物存在问题

担保物是指在借贷关系中，债务人或者债务人

以外的第三人将自己的特定财产抵押给债务人，以

担保债权实现。在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抵押物一

般都是房产等不动产，或者是土地使用权，b因为

房屋和土地的价值比较大而且具有稳定性，此外，

也有一些以机械设备作为抵押物，还有权利质押

等。由于提供担保的不仅有债务人本身，还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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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三人，或者不止一个债务人，那么申请人申请

实现担保物权时就可以有多种选择，《民诉法司法

解释》规定，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约定实

现顺序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实现顺序的，无论申

请人向谁提出申请，法院都应该受理，这样一来，

如果说申请人直接向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要求实现

担保物权，那么被申请人提出异议的就比较多。在

河南省401件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提出

担保物存在问题的案件有13件，占样本案例总数的

3.2%（详见表8）。

表8   被申请人异议理由——担保物存在问题情况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无 388 96.8 96.8 96.8

有 13 3.2 3.2 100.0

合计 401 100.0 100.0

担保物存在问题一般为抵押物再次抵押、抵押

房产或所涉土地已经出租出售或者被法院查封、抵

押的房屋物权归属存在争议等，我们认为抵押合同

不因抵押财产的查封扣押而无效，申请人可以实现

自己的权利。如果所涉抵押财产已被出售，这其中

应该存有疑问，房屋抵押时要进行抵押登记，如果

房屋购买人去房产部门办理过户就应该能发现所购

房屋上已设定抵押，如果房产没有进行过户，那么

就不影响申请人权利的实现。对此种情况在司法实

践中也要多加注意。

案例6：范某某与申请人陕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自愿以其名下土地

使用权为债务人在申请人处的最高额贷款提供抵押

担保，借款到期以后，经申请人多次催收，被申请

人以种种理由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其行为已违反了

合同约定，现申请人向法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的申

请。被申请人向法院提出抵押的土地使用权已被法

院查封等异议，法院经审查认为抵押物被人民法院

查封不影响已登记抵押权人权利的行使，抵押权人

对抵押物享有法定优先受偿权，且被申请人对本案

担保物权未提出实质性异议，被申请人范某某的异

议不能成立。a 

本案中，法院认为被申请人对本案担保物权

a参见《陕县农村合作联社与范海莲实现担保物权纠纷案》，河南省陕县人民法院（2015）陕特担字第9号民事裁
定书。

未提出实质性异议，被申请人范某某的异议不能成

立。像上述案件法院一般是认为抵押物已被查封扣

押不影响登记在先的抵押权人权利的实现，在司法

实践中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处理还是相对一致的。

（四）其他异议

1.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在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不仅包括了申请人和被

申请人，还有与案件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在申请人

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过程中也有可能侵害其他债权

人的合法权益，此种情况虽然不多，但是我们也要

给予重视。在河南省401件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

被申请人提出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案件有

7件，占样本案例总数的1.7%（详见表9）。

表9   被申请人异议理由
——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情况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无 394 98.3 98.3 98.3

有 7 1.7 1.7 100.0

合计 401 100.0 100.0

在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其他债权人是指除了

申请人以外的其他债权人，债务人负有多个债务，

只有申请人向法院提出了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那

么其他债权人的权利如何保障呢？其他债权人有可

能是和申请人一样有抵押权的债权人，也可能是普

通的债权人，在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如果被申请人

提出了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异议，法院在审查过

程中是应该通知其他债权人参诉还是告知申请人另

行起诉还要依案件具体情况而定。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债权债务关系越来越复

杂，其中不仅可能涉及到多个普通债权债务人，涉

及到其他债权人的情况也越来越多，这就使得借贷

关系更加复杂化。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就

是债务人向多人借款，抵押物多次抵押。这种情况

法律一般是允许的，且抵押物上所设定的多个债权

的数额是否超过抵押物总的价值法律也未作限制。

在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如果其中的一个债权人作

为申请人向法院提出了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法院

也支持了申请人的申请，就有可能损害其他债权人

的权益，其他债权人有可能根本不知道抵押物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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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变卖，或是抵押物的价值有所贬损，不够偿

还所有债权人的债权等。所以，在实现担保物权案

件中，被申请人有可能提出担保物权的实现侵害其

他债权人的异议。

案例7：申请人王某某和汤某某签订《借 

据》、《借款合同》各一份，被申请人以自己所有

的房产为其提供了抵押，借款到期后借款人和被申

请人均没有履行还款义务，申请人为实现担保物

权，向法院提出了申请，被申请人提出异议：本

案中答辩人主体不适格；答辩人担保的主债务存在

瑕疵；案件涉及到担保公司，不能仅仅凭借被申请

人提交的相关材料直接裁定实现担保物权；如果申

请人的申请得到支持，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法院经审查认为虽然被申请人提出了异议，但

是却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进行证明，所以申请人的

申请得到了法院的支持。a 

本案中，案件的情况比较复杂，被申请人提出

了多项异议，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只是其中

的一项，法院基于对所有异议的审查结果，且被申

请人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认为被申请人的异议

不能成立。

2.对适用程序有异议

特别程序主要适用于某些非民事权益纠纷案，

一审终审。考虑到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在本身争议不

大的情况下，通过特别程序来解决能够有效的节省

司法资源，并且也能够实现效率、公平的法律价

值，所以《民事诉讼法》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列

入了特别程序一章，那么在申请人申请实现担保物

权时就应该适用特别程序来审理，但是司法实践中

有的当事人对出现争议时的解决办法在合同中也作

了约定，被申请人就会根据约定对适用程序提出异

议。在河南省401件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

人对适用程序有异议的案件有14件，占样本案例总

数的3.5%（详见表10）。

表10   被申请人异议理由——适用程序异议情况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无 387 96.5 96.5 96.5

有 14 3.5 3.5 100.0

合计 401 100.0 100.0

a参见《王俊林与汤积富实现担保物权纠纷案》，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3）金民特担字第4号民事裁

定书。 
b参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花园支行与沁阳市金牛皮业有限公司、沁阳造纸机械城实现担保物权纠

纷案》，河南省沁阳市人民法院（2015）沁特担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

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要求我们尊重当事人

的意愿，对于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解决纠纷的方

式，应区分情况进行处理。约定协商解决争议的

没有问题，如果当事人可以协商解决的话就会大大

的节省司法资源，但是这种约定并没有起到实质性

的作用。再有就是对于当事人约定诉讼解决争议的

问题，虽然当事人约定适用诉讼程序解决争议，但

申请人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时就已经进入了特

别程序，这时被申请人如果单纯提出适用程序的异

议，法院应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作出处理。

案例8：申请人与二被申请人签订了《最高额

抵押合同》，约定被申请人以其所有的房地产提供

最高额抵押担保，2014年8月4日，申请人与被申请

人签订了借款合同，申请人依约向被申请人发放了

贷款，贷款到期后经申请人多次催要，被申请人仍

然没有归还借款本息。被申请人称在与申请人签订

最高额抵押合同及借款合同时均有约定，约定合同

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可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以

诉讼解决；申请人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适用的

是特别程序，显然申请人向法院申请实现担保物权

没有合同依据；还称申请人实现担保物权条件不成

就，主债务未到清偿期限，且还对申请人申请实现

的担保范围和余额有异议。法院审查后认为申请人

与二被申请人的纠纷属于民事权益争议，不适用特

别程序审理，对申请人的申请不予支持。b 

本案中，被申请人除了程序异议还提出了多项

异议，法院对被申请人提出的实现担保物权条件不

成就，主债务未到清偿期限的异议做出了裁决，对

是否适用非讼程序并未提及，只是以有民事权益争

议为由，驳回了起诉。

二、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

异议救济的立法现状与理论争鸣

从上述分析来看，在司法实践中实现担保物

权案件被申请人提出异议的理由涉及案件的方方面

面，且每个案件异议理由各有不同。从实现担保物

权案件被申请人有无异议与审查结果交叉表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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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案件中被申请人有异议的为81件，占样本总数

的五分之一。在被申请人有异议的81件案件中，法

院裁定支持申请人实现担保物权申请的为53件，支

持率是65.4%，部分支持部分驳回的为4件，占5%，

也就是说，三分之二的被申请人异议未得到法院的

支持（见表11）。设立担保物权的目的是为了确保

债权的实现，但是债务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权益

保护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在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我

国相关法律法规对被申请人的权利救济未给予足够

重视的情况下，明确被申请人异议被法院驳回后的

救济途径，加强对双方当事人权利的平等保护，促

进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不仅是法律

中平等、公平原则的体现，对实现担保物权程序

的良好运行及市场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也具有重要作

用。

表11   被申请人有无异议与裁判结果交叉表

裁判结果 合计

支持 驳回 撤诉 其他

被申请
人有无
异议

无异议 183 17 6 4 210

有异议 53 24 0 4 81

未明确 16 38 56 0 110

合计 252 79 62 8 401

（一）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异议救济

的立法现状

我国《民事诉讼法》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规定

在特别程序中，特别程序的优势就是程序简便，而

且一审终审，这意味着法院的裁定作出以后立即生

效，当事人没有了上诉的机会。对被申请人来说，

其在裁定生效后再提出异议寻求救济，有可能财产

正在或者已经被执行完毕了。不能上诉或者提出再

审本身就使当事人特别是被申请人减少了一条救济

的途径，那么在适用特别程序时就要更加注意对被

申请人权利的保护。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七条后半句

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申请人实现担保物权的申

请后，经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驳回

申请，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一百

九十七条赋予了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

a 如德国《家庭与非讼事件程序法》第7条规定：“关系人：（1）应申请而开始的程序，申请人为关系人。（2）
以下情况，作为关系人参与程序：根据程序，其权利受到直接影响者；根据本法或者其他法律，依职权或者依申请，
有必要让其参加程序者。”台湾地区“非讼事件法”第10条规定：“本法称关系人者，谓声请人、相对人及其它利害关
系人。”

利，而对于此处的“当事人”如何理解，是“申请

人”还是既包括“申请人”也包括“被申请人”， 

《民事诉讼法》未予以明确。2015年《民诉法司法

解释》第三百七十二条第三项则明确规定，实现担

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有实质性争议的，裁定驳

回申请人的申请，“并告知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此处明确了只有申请人才有救济程序，即

其可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方式主张权利。

对被申请人异议被驳回后的救济，《民事诉讼

法》及《民诉法司法解释》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程序

规则的直接规定中要么规定不明，要么直接不予规

定。《民事诉讼法》关于特别程序的一般规定中，

第一百七十九条指出，适用特别程序过程中，发现

案件属于民事权益争议的，应裁定终结特别程序，

告知利害关系人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处 

“利害关系人”如何界定，涉及被申请人异议救济

能否行使及如何行使的问题。在诉讼事件与非讼

事件中，均存在法律主体——程序参与主体的问

题。在诉讼程序中，其程序主体一般统称为“当事 

人”，只不过在不同的诉讼程序及诉讼的不同阶

段，当事人的称谓不完全相同。此外，诉讼程序

中还有“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等利害关系人，

但其与本诉中的当事人具有较明显的区分。[4]70在

非讼程序中，由于非讼事件的多样性，其程序主体

的构造与诉讼程序不完全相同，呈现出复杂性的特

点，“当事人”一词已难以涵盖非讼程序的所有主

体，因而多以“关系人”称之。a关系人作为非讼

程序主体的称谓，符合界定程序主体的意义，有利

于对程序主体权益的保护。通常来说，非讼程序中

的关系人包括申请人、被申请人及其他利害关系

人。由于我国的非讼研究起步较晚，加之缺乏诉讼

与非讼区分的历史传统及思维观念，相关理论不够

系统、深入，还没有专门的非讼立法文本，[5]51因

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中的利害关系

人与非讼理论上的关系人并不相同，根据第一百七

十九条维护法秩序、方便人们生活的立法目的，此

处的“利害关系人”即申请特别程序的人——申请

人。[6]668也就是说，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人民法

院裁定终结特别程序后，同样只有申请人有权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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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

需要注意的是，《民诉法司法解释》第三百七

十四条规定，对人民法院作出的准许实现担保物权

的裁定，当事人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该裁定的人

民法院提出异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后民事

诉讼法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指出，这是从权利对

等的角度，赋予被申请人不服人民法院许可裁定的

救济程序。不过，这里被申请人的异议，并非被申

请人在人民法院审查案件过程中提出的异议。

（二）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异议救济

理论分歧述评

《民事诉讼法》及《民诉法司法解释》对实

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异议救济规定的不足，

加之实现担保物权程序是新增程序，司法实务中也

没有相关先例可遵循，导致在实务操作中被申请人

异议被驳回后的救济困难重重，也使得基层人民法

院在对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异议被驳回后

提出的救济如何处理，缺失统一、规范的实务操作

规则。针对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异议救济

规定的不足，学界及实务部门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

法，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另行提起普通诉讼，该观点认为，在实现

担保物权案件中，对于被申请人提出的有关实体性

方面的异议在特别程序中不加以审理，这样才能体

现出特别程序的效率价值；而对于特别程序中不予

审理的实体性争议，则应另行提起普通诉讼来进行

救济，也就是说，在实现担保物权的特别程序中不

审理被申请人提出的实体性争议。
[7]事实上，在我

国现有法律框架下，被申请人对其实质性异议被人

民法院驳回后的救济也只能通过另行提起普通诉讼

的方式。

二是被申请人异议之诉，该观点认为，我国 

《民诉法司法解释》中，对于被申请人、利害关系

人的救济仅限于提出异议。为尽快审理实现担保物

权案件，法院只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

形式审查，这种作法虽然符合法律的规定，但是却

会侵害到被申请人的利益。追求高效如果以牺牲被

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不仅会对我国的司法权

威造成影响，还会遭受大众的指责。为此，有必要

引入被申请人异议之诉。
[8]

三是被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该观点认为，被

申请人通过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普通诉讼的救济方

式具有诸多局限性，在人民法院对申请人实现担保

物权申请作出许可裁定的情况下，被申请人认为许

可裁定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执行法院提出异

议之诉，以维护其合法权益。[9]

上述各个观点都有其可取之处，将实现担保物

权案件列入特别程序固然是为了高效、快捷的处理

案件，但其前提是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本身不存在争

议或者其争议不大，才可以通过特别程序来解决。

如果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存在争议，且该争议影

响到担保物权的实现，就应当考虑结束特别程序。

观点一中不审理被申请人提出的实体性争议显然过

于绝对，不利于实现担保物权程序功能的发挥，因

此，有学者指出，在特别程序中对被申请人的异议

要进行审查，[10]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讲，法院对被申

请人异议的审查也是对其利益的一种保护，但审查

后特别是经审查被驳回后应该给予被申请人救济的

途径。此外，对被申请人异议被驳回后通过何种途

径进行救济，学界存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通过第

三人撤销之诉等方式进行救济的观点。启动审判监

督程序，即允许被申请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显

然违背了特别程序的一般规定；实现担保物权许可

裁定不具有诉讼程序中裁判的既判力，通过第三人

撤销之诉进行救济显然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是针

对具有既判力的法律文书的立法意旨。对实现担保

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的异议如何救济，如何更好对

其权利进行保护，还要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具体

情况来加以研究。事实上，笔者赞同赋予被申请人

另行提起普通诉讼及执行异议之诉，下文将专门探

讨，此不赘述。

三、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被申请人
异议救济的完善

与程序的结果有利害关系或者可能因该结果而

蒙受不利影响的人，都有权参与到该程序中并得到

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和证据以及反驳对方提出之

主张和证据的机会。这就是“正当程序”原则最基

本的内容或者要求，也是满足程序正义的最重要条

件。[11]11在《民事诉讼法》、《民诉法司法解释》

对实现担保物权规则为数不多的规定中，更多的是

体现出保护申请人的利益，对被申请人权利的保护

及其救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完善实现担保物权案

件中被申请人异议救济，既是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

的问题，也是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权利的要求，更

是满足程序正义的需要。

（一）准确界定实质性争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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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何为实质性争议是司

法实践中争论的一大焦点，是探讨被申请人异议救

济的前提。能不能按照特别程序审理案件、需不需

要赋予被申请人异议救济的权利，关键就在于当事

人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争议。人民法院受理实现担

保物权的申请后，首先就要审查被申请人是否提出

了异议，提出的异议是不是实质性争议，以此来确

定案件的走向。[12]712

何为实质性争议，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没有一

个明确的标准，司法实践中就由法官来自由裁量。

实质性争议的界定与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审查内容

密切相关，依据实现担保物权案件适用程序符合非

讼程序本质、合乎非讼程序制度价值等特性，对于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审查的内容，人民法院应当依职

权主动审查，为避免当事人互相串通损害他人利

益，即使被申请人未提出异议，人民法院也应当主

动对担保物权实现的条件是否具备、是否损害他人

合法权益等内容进行审查。
[13]因而，《民诉法司法

解释》第三百七十一条关于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审查

内容的规定，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的主合同（效 

力、期限、履行情况）、担保物权（是否有效设 

立）、担保财产（范围）、被担保债权（范围、是

否已届清偿期）、第三人利益、被申请人、利害关

系人异议等都囊括其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实

质争议，主要是指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对于担保

物权是否有效成立、债权是否已到清偿期等事实存

有争议，我们以抵押权为例，对于一般抵押权，法

院应根据抵押合同、抵押登记等材料确定抵押权是

否成立，以及是否发生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当

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被申请人对债权是

否存在、数额、时效等提出异议并经审查异议成立

的，视为存在实质性争议，法院应裁定驳回申请，

告知申请人另行起诉解决纠纷”。
[14]985

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当事人提交

的证据材料判断被申请人提出的异议是否影响担保

物权的实现，如果被申请人针对主合同、抵押合同

等实体性问题提出异议，确定为实质争议的，可以

考虑案件适用程序的转换及如何对被申请人进行救

济；被申请人提出的如抵押物正在使用、已被查封

扣押，对利息、违约金、律师费等有异议，对管辖

权、诉讼中止等程序性问题有异议，但不影响担保

物权实现的，就可以在特别程序中作出许可裁定。

（二）明确被申请人享有另行起诉的权利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我国《民事诉讼法》及

《民诉法司法解释》只赋予了申请人另行起诉的权

利，笔者认为，被申请人作为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

的一方当事人，应明确被申请人享有另行起诉的权

利，其理由主要有：

首先，被申请人享有另行起诉的权利有其法理

基础。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一审终审，既然已

经是终审裁判，那么被申请人另行起诉的依据是什

么呢？笔者认为，被申请人之所以拥有另行起诉的

权利，是因为实现担保物权的裁定对实体法律关系

没有既判力。既判力一般认为是判决实质上的确定

力，
[15]309关于非讼事件作出的裁定有没有既判力的

问题，台湾地区学者杨建华认为，需根据裁定的内

容区分不同的事项，作出裁定后，与诉讼标的有关

的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既判力，但裁定中

作出的有关程序的判断事项，应该有对程序的确定

力。”[16]410在实现担保物权非讼程序中，因缺少对

立主体在实体权利义务上存在争执的前提，其程序

设置也较为简略，没有给双方当事人足够的程序保

障，既判力与非讼程序追求的基本价值完全相悖，

无既判力产生的根据。[17]实现担保物权的裁定没有

既判力，这也就是说，法院作出的裁定不发生确定

性的效力，被申请人可以就其与申请人之间的争议

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其次，被申请人保护自身权益的需要。实现

担保物权案件中，债务人本人作为被申请人时，对

申请人提出的实现担保物权申请提出异议，认为

损害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法院审查后支持申请人的

申请，作出许可裁定的，被申请人的异议未得到支

持，应赋予被申请人另行起诉的权利对其进行救

济。法院审查后认为存在实质性争议，驳回申请人

申请的情况下，被申请人是否还享有另行起诉的权

利呢，对此，有人认为法院都驳回了申请人的申

请，对被申请人的财产就没有执行的依据，自己的

财产不被执行为什么还要另行起诉呢？在此种情况

下，既然被申请人对实现担保物权存在异议且其中

确实存在问题对自己的权益造成了影响，被申请人

另行起诉进行维权也在情理之中。再者，担保物权

是一种权利人单方面支配担保财产交换价值的权

利，
[18]287既然担保物权看重的是担保财产的交换价

值，那么，不论是债务人的财产，还是第三人的财

产，都可以设立担保物权。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

除了债务人本人提供担保外，还存在诸多第三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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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担保的情形。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作为被申请人

时，也可以基于上述理由另行起诉。

再次，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复杂性所决定。

《民事诉讼法》规定，有权提起实现担保物权申请

的，除了担保物权人，还包括其他有权请求实现担

保物权的人，其他有权请求实现担保物权的人，包

括抵押人、出质人、财产被留置的债务人或者所有

权人，这些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

时，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等担保物权人

就成为被申请人。允许抵押人作为申请人是考虑到

债务到期，债务人无力还款而债权人又不及时行使

自己的权利，可能会使债务人承担因债权人怠于行

使权力而多付的利息，且抵押物的价值也有可能降

低，所以出于对抵押人权利的保护，允许抵押人作

为申请人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
[19]出质人、财

产被留置的债务人是因为质物或者被留置的财产已

经在质权人、留置权人手中，如果质权人不及时行

使自己的权利可能会导致质物或者被留置的财产自

然损耗或者贬值，还有可能损毁、灭失。[20]动产本

就不如不动产相对稳定，以上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时

有发生，因此基于对出质人、财产被留置的债务人

的保护，减少担保物权人怠于行使权利给其带来的

损失，其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的申

请，而这时担保物权人的权利还没有实现，申请人

的申请被驳回时，被申请人当然可以另行起诉。

最后，程序权利平等保护所要求。根据《民事

诉讼法》及《民诉法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因不

符合法律规定申请人的申请被裁定驳回的，申请人

有权向人民法院另行提起诉讼。基于程序权利的平

等保护，只有允许被申请人另行起诉，在诉讼程序

下解决与申请人之间的争议，才能体现出对申请人

与被申请人程序权利的平等配置，才能使被申请人

的权利得到更有效的保护。

明确了被申请人享有另行起诉的权利，那么

被申请人应该向哪个法院提起诉讼也值得探讨。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申请人可以

向担保财产所在地或者担保物权登记地基层人民法

院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民诉法司法解释》

第三百六十二条、第三百六十三条又进一步对涉及

到权利质权案件的管辖及属于海事法院管辖的案件

进行了专门的规定，对于被申请人另行起诉的管辖

法院是否也应依照上述规定呢？原则上来讲，被申

请人另行起诉应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也就是

担保财产所在地或者担保物权登记地，但是由于担

保财产所在地或者担保物权登记地可能不在同一个

地方，又或者不止存在一个担保物，就有可能造成

申请人提出申请的法院和被申请人另行起诉的法院

是不同的法院。笔者认为，从对案件的熟悉程度来

讲，被申请人应该向原审人民法院另行起诉，这样

不管从案件的快速审理还是司法资源的节约来讲，

都是有好处的。

（三）完善被申请人通过诉讼程序救济的途径

前文分析，被申请人享有另行起诉的权利有

其正当性，司法实践的做法是人民法院终结特别程

序，被申请人另行向法院提出自己的诉讼请求。那

么，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在被申请人提出异议，非

讼程序明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直接从非

讼程序转入诉讼程序呢?非讼程序直接转入诉讼程

序，是法院经审查被申请人的异议之后，认为不适

用特别程序来处理而直接转换成诉讼程序，对于案

件情况、审查结果等一系列问题，原审理实现担保

物权的法院都非常清楚，在原审法院直接转入诉讼

程序，不仅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还能够有效利

用有限的司法资源。虽然法律明确规定对实现担

保物权案件中存在实质性争议的解决办法是另行起

诉，但是结合司法实践，从特别程序直接转入诉讼

程序还是有可操作性的。

司法权是国家与生俱来的、保障法律贯彻实施

的一种重要权力，
[21]538在民事司法领域，一般存在

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两种纠纷处理方式，且诉讼与

非讼的区分历史悠久，滥觞于古罗马时期的诉讼实

务中。[22]928-929所谓诉讼程序是指法院为了解决平

等主体之间的矛盾纠纷和利害冲突，在存在利害关

系的各方主体参与下，通过对具体案件进行法律适

用，审理案件、作出裁判的程序。[23]4非讼程序则

是一种确认程序，指在不存在民事权益争议的情况

下，利害关系人请求法院确认某种事实是否存在，

从而使一定的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24]332

在一定的条件下，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之间可以转

换适用，其法理基础在于：首先，案件性质的模糊

性。民事案件按性质可以分为诉讼事件与非讼事 

件[25]449，所谓诉讼事件与非讼事件的区别在于是

需要法院对当事人主张的权利加以裁判还是法院只

需要进行确权，理论上，这两种事件存在很大的

区别，但是鉴于司法实践中案件越来越复杂，案件

性质有时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一些诉讼案件有向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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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案件转化的趋势，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趋势正是

如此。因为案件性质的模糊性，使得程序转化变为

了可能。其次，案件性质的阶段性发展。因为案件

性质出现了模糊性，可能在当事人启动程序的时候

还不很明显，但是当其他当事人或是利害关系人对

此提出了异议的情况下，案件性质可能就发生了改

变，就不能再适用非讼程序了。之所以设置了诉讼

和非讼两种程序，就是为了适应不同性质的案件，

以期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有所保障。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对有关程序之间的转换

也有规定，例如支付令制度，根据《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民诉法司法解释》第四

百四十条、第四百四十一条规定，如果债权人不同

意直接转入诉讼程序就应当在支付令失效后的法定

期间内向受理申请的法院表明不同意提起诉讼，否

则就视为同意转入诉讼程序，这样的话就不用申请

支付令的一方当事人再去另行起诉，节省了司法资

源，提高诉讼效率。在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对于

被申请人异议的救济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支付令制

度的有关规定，明确被申请人提出异议，经人民法

院审查需要转入诉讼程序，如果申请人在合理期间

内未表明不同意通过诉讼实现担保物权，则自动转

入诉讼程序。

（四）确立被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人民法院作出许可裁定

送达当事人后立即生效，申请人即可申请人民法院

对担保财产拍卖、变卖，那么，在执行程序中，可

否允许被申请人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关系到被申请

人在执行过程中是否有救济途径，是需要我们关注

的问题。

执行程序中的执行异议之诉，包括案外人异议

之诉和债务人异议之诉，我国现行法律缺乏对债务

人异议之诉的规定，只赋予了案外人提起诉讼的权

利，即在执行过程中，案外人的权利如果受到了侵

害，其可以通过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方式，

维护其实体权利。在案外人异议之诉中，只有申请

人及被申请人之外对执行财产主张权利的人才能提

起此诉讼，从起诉主体来看，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不能适用于实现担保物权案件中对被申请人的救

济。我国台湾地区相关法律对债务人异议之诉作了

规定，债务人异议之诉是指债务人认为如果按照法

院裁判所作出的执行依据执行财产，会妨碍或者侵

害自己的权利，请求法院撤销裁判，停止执行而提

起的诉讼。也就是说，债权人拿到了合法的执行依

据，但是有可能损害了债务人的利益。
[26]72根据我

国台湾地区债务人异议之诉的规定，异议之诉的原

告，包括债务人，还包括原告的继承人、权利义务

继受人，或者其他因执行效力的扩张而受强制执行

之人，这些统称为债务人，也就是说，不管是债务

人本人作为被申请人，还是除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

作为被申请人，亦或是担保物权人作为被申请人，

被申请人都有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主体资格，从主

体资格来讲，确立被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是没有问

题的。   

我国还没有设立债务人执行异议之诉，建议我

国借鉴台湾地区债务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规定，确立

被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被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相

比另行起诉而言，有其优点，首先被申请人如果提

起执行异议之诉，只有一次机会，这样就可以有效

预防被申请人恶意拖延诉讼；还有就是司法实践中

受理申请的法院与执行地法院的冲突问题也可以有

效避免，在债务人异议之诉中，规定了异议之诉直

接由执行法院管辖，如果设立被申请人执行异议之

诉，也应该由作出许可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法院来

受理异议之诉。

确立被申请人执行异议之诉在一定程度上借鉴

了债务人执行异议之诉，但其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债务人异议之诉是由于执行债权人取得生效的法

律文书之后，可能又出现了债务的清偿、免除、混

同、抵销以及双方达成执行和解等情形，这些都会

导致执行债权人全部或部分丧失申请强制执行的权

利，如果这种情况下还允许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

必然会给债务人造成损失；还有就是司法实践中执

行债权人也可能将自己的权利进行了转让。而设立

被申请人异议之诉，更重要的是为了特别程序中被

申请人提出的异议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而对其进行

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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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ssent and Remedy of the Respondent in the Cases of 
Realizing the Security Rights—Taking Henan Province as an 

Analysis Sam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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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ase of realizing the security right, the dissent of the respondent is not only the embodiment 
of its own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but also beneficial to the people’s court in ascertaining the facts of the case. 
The dissent of the respondent and its remedy are important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in the theoretical circle and 
the practical departments. The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respondent mainly challenges the applicant or the 
main body qualification, basic contract, guarantee contract and so on. Due to the lack of legislation and relate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provisions, there are differences on how to remedy the respondent’s dissent. In view of the difficult state 
of dissenting relief in the case of security right, China shall define the substantive dissent accurately, clarify the right of the 
respondent to sue separately, perfect the way for the respondent to remedy through the litigation procedure and establish 
the respondent’s action to enforce the dis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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