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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法治

近日，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

民法院石家庄金融法庭发布一批金融

审判典型案例，从中选取部分案例，通

过以案释法， 引导金融机构依法合规

经营， 提示金融消费者增强风险防范

意识，共同维护金融市场秩序，促进经

济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以己之名替人借款

债权成立依法偿还

2017 年 12 月 22 日，某银行与张某

签订《个人购房借款及担保合同》，约

定张某为购买房产向某银行借款 200

万元，借款期限为 360 个月，贷款年利

率为 5.3%， 张某以其所购房产为借款

提供抵押担保。 合同签订后，某银行依

约发放了贷款。

张某自 2021 年起未偿还借款，某

银行遂诉至石家庄市桥西区法院，请

求判令张某偿还剩余借款本金及相

应利息，对张某名下的房产折价或以

拍卖、变卖的价款优先受偿。 张某认

为自己只是名义借款人，并非真正的

房屋所有人，且房产代持情况某银行

自始知情， 某银行无权向其主张权

利。 某银行否认签订借款合同时知道

房产代持情况，坚持主张由张某承担

还款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

明订立合同时某银行知道案涉房产代

持情况， 故案涉借款及担保合同不能

直接约束某银行和案涉房产代持关系

中的委托人。 在借款合同履行过程中，

张某虽向某银行披露房产代持情况，

某银行依照法律规定可以选择受托人

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

现某银行选择向张某主张债权， 符合

法律规定， 故对于张某抗辩某银行无

权向其主张权利的主张，不予支持。 法

院判决张某偿还某银行借款本金及相

应利息， 某银行有权在上述债权范围

内就张某名下某房产折价或以拍卖 、

变卖该房产的价款优先受偿。

承办法官表示，受贷款政策、用款

人征信问题等因素影响， 确实存在以

自己名义为他人借款的情形， 此时名

义借款人是否承担还款责任， 关键在

于签订借款合同时金融机构是否知道

代理关系的存在， 并由名义借款人对

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本案明确了名

义借款人还款责任的认定标准， 对于

引导社会公众正确理解委托合同的适

用范围， 充分认识以借款人身份签订

借款合同的法律后果， 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具有现实意义。

精装房交付存争议

还款责任仍应履行

2021 年 5 月 8 日，某银行与韩某、

某地产公司签订 《个人购房担保借款

合同》， 约定某银行向韩某发放贷款

265 万元，借款用途为购买位于石家庄

市长安区某商品房， 合同约定了借款

利率、期限、违约责任等。

合同同时约定，某地产公司为韩某

在贷款合同项下所负债务向某银行提

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 约定保证期

间自借款发放之日起， 至借款人取得

房地产权属证书并办妥抵押登记手续

完成之日止。 某银行依约发放贷款后，

韩某逾期。 某银行诉至桥西区法院，要

求韩某偿还借款本息， 某地产公司承

担连带责任。

韩某辩称， 因出卖人未按约定达到

精装修的交房条件， 已与某地产公司签

订《和解协议》，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

（预售）》已经解除，应由某地产公司直接

将购房贷款返还银行，承担支付利息、罚

息及复利的责任， 并由某地产公司将已

收取的购房贷款返还给韩某。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银行与韩某、某

地产公司签订的《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

同》合法有效。 某银行已依约履行放款义

务，虽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限尚未届满，但

韩某未按约定的期限偿还贷款构成违

约， 某银行依照合同约定有权要求其立

即偿还全部借款本息。 根据查明的事实，

韩某购买的商品房已经达到交付条件 ，

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未约定精装修

交付条款， 韩某主张精装房交付缺乏合

同依据，其虽与某地产公司签署了《和解

协议》并约定解除上述商品房买卖合同，

但双方并未在合同解除后实际履行返还

义务，韩某仍应履行还款责任。

法院判决， 韩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0 日内偿付某银行借款本息； 某地产

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承担保

证责任后有权向韩某追偿。

个人逾期公司连带

担保合同效力确认

2018 年 10 月 15 日， 安某因购买某

地产公司的商品房向某银行申请贷款，

三方签订了《购房借款担保合同》，约定

了借款金额、利率、期限、违约责任等，某

地产公司为安某上述借款承担阶段性连

带保证责任。

合同签订后， 安某自 2023 年 1 月 1

日开始逾期还款， 某银行向桥西区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安某偿还借款本息，某地

产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某地产公司辩称，

其是某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控股子公

司，在就担保事项未公开披露的情况下，

保证合同对该公司不发生效力。

法院查明， 某地产公司向某银行出

具的《股东会决议》载明，经公司全体股

东决定， 同意向某银行申请其开发项目

按揭贷款， 公司承诺为该项目的购房人

贷款提供全额阶段性不可撤销连带责任

保证，至他项权证交付后解除担保责任。

案涉房产未办理抵押登记。

法院认为，某银行与安某、某地产公

司签订的《购房借款担保合同》 合法有

效。 某银行依约发放贷款后，安某在履行

合同过程中未按约定履行偿还义务 ，已

构成违约， 某银行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宣

布贷款提前到期， 要求安某偿还借款本

金及相应利息。

本案中， 某银行提交的某地产公司

出具的《股东会决议》载明该公司为购房

借款人提供全额阶段性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保证， 证明其在订立担保合同时对股

东会决议进行了审查， 决议的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规定， 故应认定案涉担保合

同对某地产公司发生效力。

法院据此判决， 安某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某银行借款本息；某

地产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

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安某追偿。

承办法官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

制度的解释》 第九条确立了上市公司控

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除需要子公司自己

作出适格决议外， 还需上市公司履行相

应的披露程序。

（李雯）

金融纠纷日趋复杂 依法经营防范风险

浅析历史概念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

山西省实验中学 贺光明

本文从日常教学和答题指导两个方

面分析历史概念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作

用， 以此来引导教师和学生重视概念、研

究概念，助力学生成长。

新高考背景下， 高中历史学科的考

查方向逐渐由原来的死记硬背变成了素

养考查。 所谓素养，就是指学生在陌生情

境下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简而

言之，素养不是空中楼阁，它是建立在知

识的基础上的。 那么， 作为高中学生而

言，应该具备哪些必备知识呢？ 不同的学

者对知识的分类见仁见智，但均认为历史

知识最少包括事实性知识和概念性知识。

所谓概念性知识，指的就是历史概念。 本

文拟探讨历史概念的学习研究在高中历

史教学中的作用。

一、有助于教学中突破重难点

首先， 历史概念的研究有助于教学

中对重难点的把握。 新课程、新教材重视

大概念教学 ，以此展开 ，每一单元 、每一

课都会围绕若干概念展开，从而形成概念

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 抓住核心概念，就

如同抓住了问题的“牛鼻子”， 很多问题

都会迎刃而解。

以中国古代史为例。 统编教材第 1-4

单元围绕中国古代史展开，其最核心的概

念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 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就应该围绕这一概念展开，将先

秦时期定位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准备阶

段”； 秦汉时期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

成阶段”； 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是“统

一多民族国家的成熟阶段”； 五代辽宋夏

金元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融合发展阶

段”； 明清时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鼎

盛与危机”阶段。 有了这样的分类，教师

就能够在破解“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核

心概念的基础上 ， 对各个阶段进行重

点把握。

“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可以分

解为三个词，首先是“国家”，国家是阶级

统治的工具，在中国古代，国家出现在距

今 5000 年左右，它的出现，意味着阶级分

化、公共权力的产生，中华文明的发展进

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次是“统一”，早期

国家并不统一，甚至非常分散，经常发生

战争。 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出现在秦朝，

国家的统一对于各地经济联系的加强、政

局的稳定以及人民的安居乐业都起到了

重要的作用；第三是“多民族”，这是中国

的典型特征，多个民族不断交流、融合，最

终演进成中华民族这个大熔炉。这一过程

是漫长的，中原政权和少数民族都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在理解概念的基础上， 我们就可以

进行知识分解。 从早期国家到明清时期，

四五千年的文明史，每个阶段对于统一多

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有

什么具体的贡献？ 这就是每课的重点知

识。 以辽宋夏金元为例，两宋政权作为汉

人建立的政权， 在中央集权制度的完善、

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儒家思想的体系化和

文化科技的发展等方面发展了统一国家；

而辽夏金作为少数民族政权， 在边疆开

发、民族交融、丰富中华文化宝库方面，对

统一多民族国家贡献颇多；元朝是少数民

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这一特殊情况决定

了它和清朝一样， 对中国的版图奠定、民

族交融和边疆治理做出巨大贡献。

综上 ，抓住了“统一多民族国家 ”这个概

念， 就抓住了中国古代史的重点知识，在

学习中就能够做到有的放矢，精准复习。

二、有助于指导学生精准答题

在新高考背景下， 历史学科的考试

要求学生在陌生情境中解决问题。 那么，

作为命题老师，他会选择怎样的情境来命

制试题呢？作为一名有着多年丰富命题经

验的历史教师，我们的命题规划就是从概

念入手的，即首先确定“考什么”，再考虑

“怎么考”， 在此过程中， 概念贯穿始终。

如命制一道材料解析题，命题人首先确定

的是考查“古今中外的基层治理”，此处的

“基层治理” 就是一个概念， 围绕这个概

念，命题人查阅资料，呈现情境，设计问题

并提供答案。 同样的道理，命制开放性试

题，命题人依然是首先确定主题，如“世界

殖民体系的瓦解”，这也是一个概念，命题

人只需要围绕这个概念设置问题情境即

可。 2024 年山西省适应性训练第 43 题就

是这样的尝试：

43 . 阅 读 材 料 ， 完 成 下 列 要 求 。

（12 分）

材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

界大战有一个主要差别在于欧洲殖民地

的结局，欧洲对殖民帝国的控制因第一次

世界大战而被削弱，但是还没有遭到彻底

破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可阻挡的

革命浪潮席卷了诸殖民帝国，极其迅速的

结束了欧洲的统治。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选择一个区域或一个时期， 结合所

学世界近现代史知识，围绕“欧洲的统治”

加以阐述。（要求：选择的区域或时期与史

实须相互吻合，表述清晰，观点正确。 ）

既然命题人是从概念入手命制试

题，那么，学生答题也可以选择概念作为

突破口。 一般而言，材料解析题的设问包

括依据、动词、时空 、主题 、方向 、分值等

六个组成部分。 其中，主题往往是 1-2 个

概念组成， 围绕概念进行的发散思考，可

以帮助学生拓宽答题角度。 以 2024 年新

课标卷为例：第 42 题第（1）问要求学生比

较古代中国与西方农业在土地利用方式

上的不同之处。 此问中的关键概念就是

“土地利用方式”，学生需要围绕其进行发

散思考，从“用不用土地？ ”“如何利用土

地？ ”“种不种作物？ ”“种什么作物？ ”“如

何种作物？”等方面进行思考，不难比较东

西方农业在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类似的

情况在高考试题中比比皆是。

选择题也是如此， 题干往往围绕一

个主题概念展开，选项的设置往往是“概

念词 + 程度词”的组合，学生在做题的时

候，就需要辨别选项中的概念是否能够解

释材料，程度是否恰当。因此，有不少选择

题的干扰选项也就落在了“偷换概念”上。

例如：

（2017·全国高考Ⅰ卷·35）1976 年，

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组成七国集团，协调

经济政策以解决世界经济难题，俄罗斯加

入后成为八国集团。 1999 年，八国集团国

家和中国、巴西、印度等组成二十国集团，

寻求合作以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持

续增长。 从这一历程可看出

A 世界格局的变化冲击旧的世界经

济秩序

B 经济全球化深入到贸易金融领域

C 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国家进入世界

体系

D 区域经济集团从封闭走向开放

在这一题中， 材料主题为中国等发

展中大国积极寻求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来

发展经济。A 选项是材料信息的合理解释；

B 选项中的“贸易”这一概念在材料中没有

体现；C 选项就是典型的偷换概念， 将材

料中的“发展中大国” 偷换为“亚非拉国

家”，显然是错了；D 项中的“区域经济集

团”这一概念在材料中没有体现，故排除。

综上， 概念性知识在高中历史学习

和考试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因此，建议

教师重视概念，学生积累概念，运用概念。

笔者正在进行高中历史概念的整理和解

析， 希望能够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概念体

系，以帮助学生突破历史概念，助力高考。

本文系山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

划 2022 年度课题“基于核心概念的高中

历史有效教学的实践研究 ”（课题编号 ：

GH-221032）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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