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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4_B1_E7_9B_B8_E6_c122_485949.htm 在侵权行为法的司

法实践中，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这就是在过失相抵

规则的适用中，没有很好地保护未成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具体表现为，法院确定赔偿责任时，一般都适用民法通则第

一百三十一条的规定，过于强调未成年受害人的监护人对其

没有尽到监护责任，具有监护过失，因此而实行过失相抵，

减轻侵权人的侵权责任。其后果是，未成年受害人要承受他

的监护人的过失的法律后果，不能够得到全面、充分的赔偿

，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 在德国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中，尽

管特别法对其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受害人也可以依据过

错责任原则主张过错责任的请求权，它的基础是《德国民法

典》第823条。根据这个条款，构成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侵权

责任，行为人应当具备故意或者过失。同时，既然是适用过

错责任原则确定的过错责任，那么，就可以适用民法典第852

条规定的过失相抵规则，如果受害人也有过错的，应当进行

过失相抵，对加害人适当减轻责任。但是，对于未满10岁的

未成年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则加害人要承担全部责任，不能

减轻责任，更不能免责，而不论其监护人是否有监护过失。

如果是依据道路交通法的规定，按照无过错责任原则确定机

动车一方责任的，则机动车驾驶人即使是无过错，也要承担

百分之百的赔偿责任；同样，受害人如果是不满10岁的儿童

，即使他的监护人存在过失，也不能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

；但超过10岁的受害人则不在此例，其监护人有过错的，应



当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 德国的这种做法值得借鉴。其优

点在于，并不因为不满10岁的未成年受害人的监护人的监护

过失而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这就把未成年受害人置于优

越的保护地位，如果受到侵权行为的损害，不会因为监护人

的监护过失而减少损害赔偿的数额，因而使他们能够更好地

进行康复和训练，恢复健康，减轻痛苦，增强生活的能力。

而我们以前的做法，表面看来是公允的，似乎体现了民法公

平、正义的要求，但是，却将未成年受害人监护人的监护过

失强加到幼年受害人的身上，由其承担这种对自己的不利后

果。这种做法不利于社会进步，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

权益，不利于国家后备劳动力的发展，直接受到损害的，就

是未成年受害人自身。这种做法必须纠正。笔者认为应当从

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借鉴德国法的经验，对未成年受

害人予以特别的保护。应当规定，对于未成年受害人特别是

幼年受害人，不得因为受害人监护人的监护过失，而使其法

律保护受到障碍，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在制定我国侵权

责任法时，应当在过失相抵原则的内容中加上一个条文，规

定这一规则。 第二，在现行司法实践中，应当借助现有的法

律和司法解释确立这个规则。尽管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

规定过失相抵原则的内容比较简单，没有体现这样的精神，

但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关于过失相抵的规定中，包含了

这个内容。该条但书规定：“但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致人损害，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赔

偿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成年受害人的监护人的监

护过失，可以认为是一般过失，而在事实上，监护人的监护



过失也确实就是一般过失。因此，完全可以依据这个司法解

释实行对未成年受害人的特殊法律保护。 第三，未成年受害

人的保护并非完全一样，应当有一个特殊保护的范围。按照

德国的经验，是对10岁以下的未成年受害人予以特别保护。

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不足10周岁的自然人为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我们可以按照这个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受害人

，也即未满10周岁的幼年受害人给予特别的法律保护，不得

因为其监护人的监护过失而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只要不

是其监护人具有故意或者特别严重的重大过失，则将其监护

人的监护过失视为一般过失，适用上述司法解释，不实行过

失相抵。 第四，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受害人，由

于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识别能力和判断能力，并且可以脱离

监护人从事一定的民事活动，因此，只有在监护人具有明显

的一般过失时，才可以按照上述司法解释不实行过失相抵；

如果监护人具有明显的重大过失，则应当实行过失相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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