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婚协议应该怎样写

1、 离婚协议 涉及房产的纠纷 
一般而言，只要夫妻双方就房产分割达成离婚协议而变更主贷人，银行一般会
同意，并配合办理 贷款 合同变更手续。但是，有些夫妻贷款周期较长，比如 
30年还贷期间，并且每个月还款额较高，比如4000元以上，而变更后的还贷人
月工资收入不足贷款金额的2倍，银行一般不会同意变更主贷人或减少共同抵
押人，除非当事人另行提供担保人或采取其他担保措施。因此，夫妻在协议分
割房产前要注意银行对变更主贷人或减少共同抵押人是否同意。 
另外，在办理银行贷款变更手续中，银行一般会严格要求当事人双方到场，一
方到场银行会拒绝办理变更手续。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到场，可以委托代理人 
(包括律师)委托办理变更手续，相关 委托书 必须办理 公证 。 
如果不涉及银行贷款，当事人到房地产交易中心办理产权变更手续，房地产交
易中心一般也要求夫妻双方均到场。因此，离婚协议的签订固然重要，但离婚
协议的执行更为重要。 离婚 后的双方当事人应当以诚信为本，相互配合。但
在很多时候诚信只是一句空话，男女离婚后常常还有怨恨的交融，一方不履行
离婚协议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离婚协议中应该明确一方没有履行义务的惩
罚措施，这样，才能促使义务人履行义务。比如，逾期不支付房屋对价的惩罚
办法、不配合办理产权变更手续的法律后果等。 
另外，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离婚后房屋权属变化是否征收 契税 的批复 ( 国
税 函(1999)391号 1999年 6月 3日)的规定，夫妻共有房屋属共同共有财产。
因夫妻 财产分割 而将原共有房屋产权归属一方，是房产共有权的变动，而不
是现行契税政策规定征税的房屋产权转移行为。因此，对离婚后原共有房屋产
权的归属人不征收契税。因此，如果因为夫妾离婚房屋产权人变更，是不用交
契税的。这样，就可以避免房价1.5%—3%的契税。2006年 9月 14日，国家税
务总局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房地产市场个人无偿赠与不动产税收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引起了因夫妻离婚而导致产权变动是否应缴纳契税的争
议，因为该通知也未明确此问题，但从之后实施的情况来看，因夫妻离婚导致
产权变动依然是做变更登记手续，仍不用缴纳契税。   
2、银行存款的约定和处理 
夫妻共同生活中，一般银行存款主要存在一方名下，而另一方，特别是有些不
太在意而整日忙于事业的男士，往往还不知道家里的积蓄被存于哪个银行，甚
至家里有多少存款都不知道。为了使财产分割透明化以及防止财产的漏分，在
离婚协议中明确共同存款的数额，以及现存于谁的名下、存于哪一个银行也是
非常有必要的。如果给付义务方在离婚后不履行义务，另一方也好及时到 法院
起诉，根据离婚协议记载的存款信息及时查到存款的支取情况及钱款的去向。 
在很多离婚协议中，对于银行存款的处理往往这样约定： “各自名下的存款归
各自所有。”律师应注意，这样约定有好有坏，好处在于这样写相对简单;不利
之处在于，如果一方还有另一方不知道的存款，这样约定处理方法后，即使离
婿后另一方又知道一方还有银行存款，因举证证明在签订离婚协议时不知道另
一方有这些存款时相对困难，所以也很难要求分割，毕竟，已经同意“离婚时
各自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所有”，因此，这样的约定对有钱不报者有利，这样的
约定，可能会使夫妻的财产分割实际上不公平。因此，为达到公正公平的目的，
律师还应建议夫妻在离婚协议中，将截止到离婚协议签订之时，双方名下的银
行存款情况详细列出，包括开户行、开户名、账号、存款余额、币种等。这样，
离婚后一方若发现另一方没有记载在离婚协议上的存款，便可以通过诉讼形式
要求分割甚至要求故意隐匿一方予以少分甚至不分。   
3、股票的约定和处理 
离婚协议中，当事人一般只会笼统地约定一方名下股票的总市值，这样，如果
一方不履行给付义务，而另一方再起诉到法院，由于不知对方的具体股市信息，



查询起来就会比较麻烦和困难。因此，在离婚协议时，如果写明 股东 代码、
账号以及在何证券交易所开户，将会大大省去不必要的麻烦。 
另外，现实中常常有请他人代为炒股即代为持有股票的情况，即夫妻一方用共
同财产炒股，但不是以自己的名字开户，而是借他人的名义，在他人账号下用
夫妻双方共有的资金进行股票炒作。很多当事人在离婚协议中注意到这一点，
并明确约定这部分股金为共同财产。但是，这样的约定不能被法院直接采纳，
如果代持人不承认代炒关系或户头借用关系，或对代持的资金数额、股票种类
有异议，法院将很难支持夫妻一方的要求。因此，在离婚协议中，律师可制定
必要的条款让代持人签字，甚至另行制定一个关于股票情况的协议由三方签字，
是完全必要的。   
4、 公司 股权 的约定和处理 
越来越多的婚姻纠纷涉及公司股权的分割。如果遇到夫妻一方或涉方在公司拥
有股份时，通常的做法是，夫妻共同约定一方持股，给予另一方对价补偿。如
果这样约定，只需双方协议并书面明确价款及支付方式即可。但是，如果夫妻
双方经过约定，决定将一方拥有的公司股权部分或全部给付另一方的，还必须
符合《 公司法 》的相关规定。 
《 婚姻法 司法解释 (二)》规定，审理离婚案件中，涉及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 
中以一方名义在 有限责任公司 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
情形分别处理： 
1）、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
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成为该公司股
东; 
2）、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
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
财产进行分割。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
视为其同意转让，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5、前后几份 离婚协议书 效力纠纷 
1）、后签订的协议优于先签订的协议
一般在民政局备案的那份离婚协议为最后签订的协议，因此，在民政局备案的
协议应具有最强的效力，除非当事人在办理离婚登记手续之后另有约定。既然
已办理离婚登记，在民政局登记之前所产生的离婚协议书自然也具备了生效条
件。 
若在办理 离婚手续 后，双方又达成了新的协议，新的协议效力优于民政局备
案协议的效力。 
2）、争议内容有处理的协议优于争议内容没有作出处理的协议
当事人办理离婚手续前若先后签订了几份离婚协议，后签订的离婚协议内容并
未涵盖前面离婚协议中的某些内容，在前签订的这些内容也具有明确性和可操
作性。在这种情况下，若民政局备案的离婚协议书之后没有协议，而民政局备
案协议书中涉及的约定，以民政局备案的协议书中的约定为准 ;若民政局备案
的离婚协议约定没有涉及而之前的离婚协议书有详细的可操作的具体描述，应
该说之前约定为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若民政局离婚登记中的离婚协议没
有涉及，而之前的几份离婚协议中的约定有矛盾的，以最后一份离婚协议书中
的约定为准。   
6、给付金钱义务的处理 
一般在离婚协议中，夫妻双方仅对给付另一方的数额和给付期限做了约定。比
如，男方在办理完离婚手续后的 1个月内向女方支付人民币 10万元。可是，这
样约定对于故意迟延履行一方没有惩罚措施，因此，建议再加上一句：“若不
按期支付，延期给付部分按同期 银行贷款利率 的双倍计算罚息”，这样，若
给付义务人不按期履行，自己就会感到罚息的压力，从而可以达到惩戒的目的。
   



7、 子女抚养 费的约定和处理 
律师一般可以约定抚养费给付到孩子 18岁或独立生活为止。《婚姻法司法解
释(一)》中规定，到孩子完成 高中教育 阶段时，父母就没有义务再对孩子进
行抚养费的支付。但从现实情况看，上大学的阶段，甚至大学毕业后尚不能完
全独立生活阶段，父母资助的情况相当普遍。我们认为，在父母对 抚养 期限
没有约定的情况下，父母抚养期限适用法定的高中教育阶段完毕后;在父母对抚
养期限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适用父母的约定。比如，父母约定支付抚养费至
孩子大学毕业止，若一方在孩子上大学后拒不履行，孩子有权向其主张抚养费
用。实践中，很多当事人，特别是女方希望一次性支付孩子的抚养费用，根据
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来看，当事人的这种要求往往得不到法院的支持。法
院判决或调解一次性支付孩子的抚养费的情况往往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一方要求一次性支付;
2、另一方同意一次性支付;
3、另一方完全有一次性支付的能力;
4、不损害他人权益。
也就是说，如果另一方不同意一次性给付孩子的抚养费，法院很难支持一方一
次性支付抚养费的诉讼请求。   
8、探望权的约定和处理 
《婚姻法》规定，离婚后不带孩子的一方有探望孩子的权利，带孩子一方及其
家人不得阻挠。在离婚协议中，探望权往往不被当事人所重视，只是在离婚协
议中简单写上孩子归某方抚养，对于探望的时间、地点、方式有明确约定的不
多，导致离婚后一旦产生争议，还要再次通过法院确认，增加了当事人的经济
成本和时间成本。律师在为当事人起草离婚协议时，对于探望权往往这样书写：
 
双方婚生女 /子某某(某年某月某日出生)随女方生活，男方每月支付抚养费×
××元，直到独立生活止。男方每月享有两次探望权，在每个月的单周五，根
据女/子的意愿，在协议的地点探望女/子。遇有特殊情况，探望时间、方式由
双方约定。 
双方也可以约定由另一有将孩子周五接走，周六或周日送回，律师不妨再具体
明确一下接送的具体地点和方式。 
一般而言，每月探望的次数不宜过多，若探望过度频繁，会给双方带来很多不
便，并会影响孩子的正常生活和学习。等孩子 10周岁以上，具体探望的时间
及方式，还可以听取孩子的意见，以孩子的独立意志为转移。   
9、 户口迁移 纠纷 
离婚后，户口迁移的问题也是离婚案件的难点。比如，离婚了，女方的户口仍
在男方为产权的房子里。而根据离婚协议的约定，女方应该在办理完毕离婚协
议手续的一段时间后将户口迁出，而女方拒不迁出，给男方造成一定的损失或
麻烦的情况如何处理。根据现在的户口管理规定以及法院的审判实践，法院一
般不会受理以户口强迁为诉讼请求的 侵权 案件，而是以归口管理机关为公安
机关为由让当事人找公安管理部门解决。而公安机关的答复往往是此类请求不
符合强迁的法律规定，因此往往也是难以办理。 
此类纠纷在离婚案件中的比例虽然不大，但时常也有此类情况的发生，因为缺
乏有效的相关规定，导致当事人投诉无门。那么，如何预防此类纠纷的发生呢 ?
我们认为，办法还是有的，就是在离婚协议中明确约定有义务迁出方不履行迁
出义务的惩罚措施。户口拒不迁出造成当事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心理的困扰和房
屋转让的不便。不妨在离婚协议中约定：若女方在离婚手续办理完毕的3个月
内不能自行将户口迁出，每逾期一日应向男方支付××元的不便补偿;若男方在
转让该房时，因为女方户口不能迁出原因对房价产生影响，女方应赔偿男方差
价部分。 



需要注明的是，逾期的补偿不应写成违约金，因为户口迁出具有人身性质，若
写成违约金法院支持可能会有难度。而写成不便补偿，合情合理，同时也不违
反法律规定，法院支持的可能性较大。 
另外，若男方转移该房屋，而在转移时因女方户口没有迁出对房价产生影响，
具体影响的数额应由买卖双方在 购房合同 中明确约定，并书面告之女方。 
一般情况下，有了这样的约定，有义务迁出一方，会积极配合另一方将户口在
最短时间内迁出，不一定要走到上法庭那一步。当然，协议时如果迁出义务一
方不肯加上延时补偿条款，另一方就得自己衡量是否愿意承担法律风险了。如
果上法院，法院可能会在判决书中加上 “女方应在离婚后的30日内将户口迁
出”之类的语句，但判决生效的执行问题往往也难以解决，当然，如果女方有
条件迁出，则执行起来相对容易一些。   
10、遗漏财产的分割 
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 (一)》第 3l条的规定，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 47条
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时效为两年，
从当事人发现之次日起计算。 
因此，离婚后发现财产遗漏可以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就遗漏部分的财产提起离 婚
后财产 纠纷诉讼。这类案件，在离婚诉讼中也较为常见。   
11、简易离婚协议书中的风险 
协议书中一定要体现双方离婚的真实意思表示，子女抚养问题的协商结果和财
产分割及债务的分担说明。一般情况下，只要满足以上三个条件，离婚协议书
就是合法有效的。这项法律规定旨在保证协议离婚的简便省时，同时又可解决
离婚后的重大问题，是切实可行的。但是，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离婚
时两人情绪不稳定，急于结束不幸福的婚姻，而草率地签订一份离婚协议书。
离婚之后，其中分配利益较少的一方当事人就会后悔，想重新分割财产或重新
确定子女的抚养权。此时，就欲推翻原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但由于原来签订离
婚协议的意思表示不符合法定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范畴，即使没有被欺诈、胁
迫或重大误解等情况，若原离婚协议书签订得较为简易，即使对其中的某些财
产分剖约定理解不同，也很难得到法院重新进行离婚条件认定的法律后果。  
12、离婚协议书签订的欺诈、胁迫问题 
离婚财产分割 协议确实有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地方，由于离婚双方毕竟有过
夫妻名分，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可能还育有子女，在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
除了纯粹的利益考虑外，常常难以避免地包含一些感情因素，所以，人民法院
在确认协议可撤销或变更时，不能轻易将协议中一方放弃主要或大部分财产的
约定认定为显失公平或重大误解，而予以撤销或变更。同时对于 “乘人之危”
的认定，也应谨慎，不宜将急欲离婚的一方在财产上做出让步视为另一方乘人
之危的后果，只有在一方利用他方生产，行为能力受限而监护人监护不力等情
况下，迫使他方签订明显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协议，才可认定为乘人之危。 
另外，关于在胁迫行为下签订的问题。若一方不能举证证明另一方在签订协议
时存在胁迫的事实，即无法举证，则法院很难认定。实践中，常见一方认为胁
迫的情况是：当另一方当场捉奸在床，另一方以要将捉奸资料散布出去为要挟，
一方不得已，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后，一定要即时报警，或采用其他方法取证，
不要太顾及脸面而丢弃固证的时机。否则，产生争议对己不利。 
（来源：芙蓉 律师事务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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