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8 年 8 月 11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450 次会议通过，根据 2020 年 12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23 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

类司法解释的决定》修正，修正内容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法释〔2008〕11 号 

为正确适用法律关于诉讼时效制度的规定，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

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 

（二）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 

（三）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 

（四）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 

第二条 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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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 

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

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四条 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第五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可

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

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

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

计算。 

第五条 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一方请求撤销合同的，应适用民法典关于除斥期间的规定。

对方当事人对撤销合同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被撤销，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合同被撤销之日起计算。 

第六条 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

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 

第七条 管理人因无因管理行为产生的给付必要管理费用、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

间，从无因管理行为结束并且管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本人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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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因不当无因管理行为产生的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其知道或者应当知

道管理人及损害事实之日起计算。 

第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权利人向义务

人提出履行请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一）当事人一方直接向对方当事人送交主张权利文书，对方当事人在文书上签名、盖

章、按指印或者虽未签名、盖章、按指印但能够以其他方式证明该文书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二）当事人一方以发送信件或者数据电文方式主张权利，信件或者数据电文到达或者

应当到达对方当事人的； 

（三）当事人一方为金融机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从对方当事人账户中扣收

欠款本息的； 

（四）当事人一方下落不明，对方当事人在国家级或者下落不明的当事人一方住所地的

省级有影响的媒体上刊登具有主张权利内容的公告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特别规定的，适

用其规定。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对方当事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签收人可以是其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负责收发信件的部门或者被授权主体；对方当事人为自然人的，签收人可以

是自然人本人、同住的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亲属或者被授权主体。 



第九条 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

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 

第十条 当事人一方向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的，诉讼时效从提交起诉状或者

口头起诉之日起中断。 

第十一条 下列事项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一）申请支付令； 

（二）申请破产、申报破产债权； 

（三）为主张权利而申请宣告义务人失踪或死亡； 

（四）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诉前临时禁令等诉前措施； 

（五）申请强制执行； 

（六）申请追加当事人或者被通知参加诉讼； 

（七）在诉讼中主张抵销； 

（八）其他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项。 

第十二条 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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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权利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请求保护其民事权

利的，诉讼时效从其报案或者控告之日起中断。 

上述机关决定不立案、撤销案件、不起诉的，诉讼时效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不立案、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之日起重新计算；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

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 

第十四条 义务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担保、请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偿债务计

划等承诺或者行为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第十五条 对于连带债权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

债权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对于连带债务人中的一人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事由，应当认定对其他连带债务人也

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第十六条 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应当认定对债权人的债权和债务人的债权均发生诉

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第十七条 债权转让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之日起中断。 

债务承担情形下，构成原债务人对债务承认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务承担意思表示

到达债权人之日起中断。 

第十八条 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保证人享有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抗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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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人未主张前述诉讼时效抗辩权，承担保证责任后向主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但主债务人同意给付的情形除外。 

第十九条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

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新的协议，债权人主张义务人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贷款人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通知单上签字

或者盖章，能够认定借款人同意履行诉讼时效期间已经届满的义务的，对于贷款人关于借款人

放弃诉讼时效抗辩权的主张，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条 本规定施行后，案件尚在一审或者二审阶段的，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

经终审的案件，人民法院进行再审时，不适用本规定。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施行前本院作出的有关司法解释与本规定相抵触的，以本规定为准。 

 

 

出所：国家法律法規データアーカイブ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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