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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C_AC_E6_A1_88_E7_c122_485059.htm 【案情】 原告某计

划生育指导站院内有办公楼和职工住宅楼，其院墙与被告张

某住宅相邻，张某利用原告的院墙搭建房屋并形成了自己的

院子。张某欲修缮房屋，因自家原有通道狭窄不便运输建筑

材料，即与某计划生育指导站协商借道，双方于2000年11

月23日签订协议一份。协议内容为：一、甲方（张某）因修

房需要须在指导站临时开门作为运输建筑材料之用，保证

在2001年 4月1日之前闭门。二、修缮结束，有关卫生（建筑

垃圾）由甲方负责清除。三、乙方（某计划生育指导站）为

甲方修缮房屋运输方便同意开临时门，要求甲方尽快恢复原

样。注：闭门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协议签订后，被告即在原

告院墙上开简易门。被告房屋修缮结束后，未按协议将扒开

的门闭上，而是把简易门进行了装潢做成了门楼。原告多次

要求被告闭门均遭拒绝，原、被告为此产生矛盾，原告

于2005年12月19日诉讼法院要求被告尽早履行闭门承诺。后

经法院调解，被告于2006年3月5日将门闭上，原告撤回起诉

。2006年11月初，被告将门扒开后外出，原告安排瓦工将门

闭上。2007年1月10日，被告再次将门扒开，原告再次诉讼法

院，要求被告停止侵害，将院墙恢复原状。 法院在审理中还

查明：由于国家房改政策的实施，原告单位住宅楼的部分职

工将住宅卖给本单位以外的人。为了将办公楼和住宅楼区分

开，原告以办公楼为界又拉了一道院墙，该院墙和原院墙之

间形成一条通道通向外界，原告单位住宅楼上的居民均在此



通道上通行。 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其在原告的

院墙上开门是经过原告允许的，现在该院墙已与外界社区形

成开放性通道，其开门的目的只是为了在此通道上出入行走

便利，不存在侵权，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观点

】 对本案的定性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原告出借院墙

给被告使用，被告到期应当归还，本案应定性为借用合同纠

纷，法官行使释明权，建议原告将诉讼请求变更为：要求被

告原样返还院墙。第二种观点认为被告在原告院墙上扒门损

害了原告的财产，本案应定性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被告应

当停止侵害，恢复原状。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应定性为相邻

关系纠纷，被告改道从原告院内行走须与原告协商并征得原

告同意，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强行从原告院内行走的行为侵害

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法院应当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评析

】 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理由阐述如下： 借用合同的目的在

于保护原物的占有、使用权及其原物的完整性。 借用合同是

出借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将出借物无偿交给借用人使用，借用

人在一定期限内或使用完毕后返还原物给出借人的合同。从

借用合同的概念可以看出借用合同具有以下几个法律特征：1

、借用合同是出借人把出借物的占有、使用权定期或不定期

转移给借用人的一种合同。2、借用合同的标的物是不可消耗

物、特定物。借用人借用标的物的目的在于使用，使用完毕

后借用人要返还原物。3、借用合同是无偿合同。4、借用合

同是实践合同、单务合同。出借人必须将出借物交给借用人

，合同才能成立。本案中，原告为被告建房便利借道让其通

行，原告既未将院墙的占有、使用权转移给被告，也无法将

一个完整的院墙交付给被告。被告须在原告院墙上开门后通



行，被告根本不可能将原来的院墙返还给原告。因此，本案

不具备借用合同的法律特征，不应定性为借用合同纠纷。 原

告诉讼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被告赔偿院墙的经济损失。 民法中

六种保护财产所有权的方法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类，确认所

有权、恢复原状、返还财产、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五种方法

属于物权保护方法，其特点是采取这些保护措施，可以使财

产所有人对自己的财产充分实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的权能，以保护所有人的合法权益；赔偿损失是债权的保护

方法，其特点是用发生债的方法补偿所有人的损失，以保护

所有人的合法利益。财产损害赔偿案件的客体是财产本身，

本案中原告诉讼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被告赔偿院墙的经济损失

，原告诉讼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其对院墙所有权能的充分

使用。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将财产

损害赔偿纠纷和相邻关系纠纷划归为所有权及与所有权相关

权利纠纷一类案由中，但二者还是有本质的区别。在审理案

件中，法官应根据个案的具体特征并结合当事人的诉求确定

最恰当的案由。笔者认为将本案案由确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

纷并不恰当。 原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其对院墙所有权能

的充分使用。 从相邻关系的概念看，相邻关系即相邻财产关

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毗邻的不动产所有人或占有人（

使用人），因对各自所有的或占有的不动产行使所有权或占

有权（使用权）时，相邻各方相互间应当给予便利和接受限

制而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从实质上说，相邻关系是相邻不

动产的所有人或占有人行使其权利的一种延伸或限制。因此

，相邻关系从权利上讲，又称为相邻权。相邻关系行使所有

权或占有权的限制或节制，要遵循既无损于所有人的合法权



益，同时，又给予相邻他方必要的方便的原则。本案中，张

某通过某计划生育指导站的通道运送建筑材料，可以理解为

张某行使其房屋所有权的延伸；计划生育指导站因相邻关系

而准许张某在自己的通道上通行，可以理解为计划生育指导

站行使使用权的限制。 从相邻关系的法律特征看，本案完全

具备了相邻关系的四个法律特征：1、相邻关系的主体是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不动产所有人或占有人（使用人）。2、相邻关

系主体所有或占有的不动产是相互毗邻的，即相邻的，这是

基本的特征。所谓相邻，是指地理位置的相邻，即包括相连

接的房屋、土地及其他不动产，也包括相邻近的房屋、土地

及其他不动产。3、相邻关系的客体，并不是不动产本身，而

是相邻不动产的所有人或占有人行使其财产所有权或占有权

所体现的利益。本案中原告诉讼的目的不是院墙本身的损失

赔偿问题，而是原告对其院墙所有权能充分行使的问题。4、

相邻权的行使必须以从相邻另一方取得必要的便利为限度，

不能以相邻权为借口损害相邻另一方的合法权益。所谓必要

的便利，是指非从相邻方得到便利，不能正常行使其所有权

或占有权。也就是说从邻地上通行，必须是在无其他道路可

以行走的情况下，才能要求相邻方给予便利，但这种便利的

取得不是无限的，不能损害邻人的合法权益。要求通行的一

方，应当与他方协商。如果必须改道，应征得相邻他方同意

，相互协商解决，但有条件开通道的也可以另开通道。 对照

相邻关系的法律特征和处理原则来分析本案：被告修建房屋

，因自家通道狭窄不能运输建筑材料须从原告院内通行，原

告同意被告在其院墙上开简易门，双方约定房屋修建结束后

即闭门。这一处理方法符合相邻关系的处理原则，充分体现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的立法精神。被

告在房屋修建结束后未按约定时间闭门引起诉讼，后经法院

调解，被告闭门，原告撤诉。此后，如果被告再开门从原告

院内通行，须重新与原告协商并征得原告同意。而被告在未

与原告协商未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两次在原告院墙上扒

门并强行从原告院内通行的做法显属无理。虽然被告自家原

有通道狭窄，但不至影响被告正常出入行走，因而被告不具

备必须改道的法律事由。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对自己院墙

所有权能的充分行使权利，被告应当停止侵害，恢复院墙原

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是正确的。法院据此观

点作出判决：被告张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原告某计

划生育指导站院墙上的门闭上，恢复到原有的状态。费用由

被告张某自行承担。判决后，原、被告均未上诉，该判决已

发生法律效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