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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是人类最基本生存权，在我国土地资源越

来越稀缺的现实背景下，房价居高不下，对

工薪阶层买房族而言，即使倾尽所有都还是存在困难，

那么对于收入低甚至没有收入来源的群体而言，一直陷

在买房买不起，租房没保障的困境中。住房问题不仅仅

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一个困扰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尤其在未成年人、老年人以及

离异妇女等弱势群体的居住保障上面临困境。近年来，

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居住权的纠纷越来越多，为解决实

践中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弱势群体居住问题的现实需求，

《民法典》首次建立了居住权制度。但由于我国对居住

权制度的研究比大部分的国家要更晚且缺乏司法实践，

导致我国对于居住权制度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纸面与学术

当中，因此，将居住权制度纳入《民法典》虽有利于我

国居住权制度在理论层面的研究和法律实践的发展与进

步，但《民法典》对于居住权制度的规定仅有六条，过

于简略，诸多细节有待完善。

居住权的起源和主要内容

（一）居住权的起源

古罗马法学家盖尤斯曾经说过：“为了更好地了解

一项制度，我们必须走向它的起源。”在罗马法上，居

住权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到了共和国末年，无夫权婚

姻和奴隶的解放日多，每遇家长亡故，那些没有继承权

又缺乏或丧失劳动力的人的生活就成了问题。因此，丈

夫和家主就把一部分家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居住权等

遗赠给妻子或被解放的奴隶，使他们生有所靠，老有所

养”。 [1]随着社会的发展，离婚的妇女和被解放的奴隶

日渐增加，罗马法学家创设了居住权。即在生前，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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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权制度起源于罗马法，是大多数国家一项重要的物权制度，我国《民法典》在

物权编首次对居住权进行了规定，这不但有利于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而且有利于纠正司

法实践中居住权裁判混乱的现象。居住权本质上是对他人所有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

权利，然而我国《民法典》涉及居住权仅六个法律规定，存在居住权主体和客体范围不

明确、未规定居住权的法定设立方式以及消灭事由过窄等问题，现行司法解释也未对其

内容予以填补，相关登记细则和操作规范尚未出台，导致居住权制度自出台以来备受争

议。本文从居住权存在的问题入手，探讨完善居住权制度的对策，将有助于推动居住权

真正落地，让房屋回归“居住”基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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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典》在物权编首次对居住权进行了规定，这不但有利于对弱势群
体的保护，而且有利于纠正司法实践中居住权裁判混乱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