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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监护人的权利与责任是成年监护制度的核心内容,但在我国立法上还没有全面系

统的规定,需要通过完善立法,明确规定监护人对成年被监护人所享有的人身监护权、财产监

护权、民事行为和民事诉讼代理权以及监护人自身所享有的获得报酬权、监护人的辞任权和拒

任权,并细化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侵权责任和成年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时的监护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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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制度是我国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监护权

是监护人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 (职责 ), 它兼具私

法和公法双重色彩。但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对监护

人的权利与责任规定不明确,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

注也不够,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厘清。本文在此仅

对精神病人和老年人等成年被监护人之监护人

(以下简称监护人 )的权利与责任问题做些初步探

讨,以期形成正确的认识。

一、问题焦点之缘起 监护人权利概

念的论争及其界定

我国有关监护的立法主要体现在 民法通则 !
第二章 ∀公民 #第 16条至第 19条和第六章 ∀民事

责任#第 133条中。我国  民法通则!第 18条第 1

款规定: ∀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这里将监护

规定为一种职责;而第 18条第 2款规定: ∀监护人
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 受法律保护。#这里又将监

护规定为一种权利,但在  民法通则 !第五章 ∀民事

权利#部分并没有对监护权做出具体规定。这两
款表述前后是自相矛盾的, 且 ∀履行#与 ∀权利 #相

互搭配的提法在语法上显然也是错误的。  民法

通则!的规定恰恰反映了立法者当时对监护性质

的认识不明确,这种立法现状更引发了学界对监护

权性质的争论。

目前在我国民法学界,对于监护究竟是不是一

种权利,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利,有着不同的看法。

有的学者认为监护不是权利,有的学者则认为是一

种权利。
[ 1]
而对于监护权是否为身份权性质的权

利,也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不同的意见。肯定说

认为: 第一,我国  民法通则 !第 18条第 2款明文规

定 ∀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 受法律保护 #, 立

法已经明确监护是权利。第二,在亲属法上的身份

权,在现代意义上本来就是以义务为中心的。监护

权既含亲属法上的内容, 又含亲属法外的内容, 其

权利中包含义务的内容, 应确认监护是一种权

利。
[ 2] [ 3]
否定说认为亲属之外的自然人、组织,甚至

政府民政机关均可以作为监护人,而这些人很难说

他们有身份权。
[ 1] 862
还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一种准身

份权。理由是大多数监护权产生于身份权,监护人

对被监护人的关系体现了一定的身份关系,但监护

权与身份权存在一定的差别。
[ 1 ] 862

笔者认为, 监护是法律赋予特定主体享有监护

权利和承担监护义务的一种特殊职责,它兼具私法

和公法双重色彩。因为监护制度在其产生之初的

确是作为监护人享有的一种权利而存在的。但在

现代社会, 监护的意义已经不在于保护家族的利

益,而在于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从世界范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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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现代监护制度中, 被监护人的范围已呈逐步

扩大之趋势,即由原来的未成年人扩大到包括精神

病患者、老年人在内的成年人; 而且由于社会的变

迁,传统大家庭观念的淡化,家庭成员间的亲密关

系日渐松弛,监护人已不再限于与被监护人有血缘

关系的亲属,亲属之外的自然人、组织甚至政府民

政机关等都可以因指定监护、委托监护而成为监护

人。即监护的产生已经不以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

间存在亲属身份关系为唯一依据。世界各国设置

监护制度在加强监护人的义务和职责的同时, 也给

予了监护人以必要的权利和利益,以促进监护人更

好地进行监护。这种监护实际上是权利和义务的

统一体。监护人既享有职权 (权利 ), 又负有责任

(义务 )。我国也是如此。在我国, 在父母或者其

他近亲属担任监护人的情况下,他们与被监护人的

关系兼有亲属关系和监护关系。监护人对被监护

人承担监护职务,具有监护职责,同样是既有职权,

又有义务和责任。
[ 4]
立法设立监护制度的目的完

全是为了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它是监护人对国家

和社会承担的一种责任。监护人不能因监护行为

而取得相应的利益, 甚至借监护而谋求自身利益。

同时, 为了维护好被监护人的利益, 履行好监护职

责 (义务 ), 监护人在监护关系中又享有一定的权

利。因此,仅仅将监护理解为是一种身份权或者一

种义务甚至是强制性的职责都是不准确的。从监

护的目的来看,设置监护主要是为了补足行为能力

欠缺者的能力缺陷,使其行为能力在法律上没有缺

陷,以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 从而维护社会秩

序的稳定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 体现法律的公

正。实行监护职权 (权利 )与责任 (义务 )的统一与

一致, 有利于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 有助于监护制

度作用的充分发挥。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 所谓监护权,是指监

护人对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等被监护

人的人身和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享有的照管和保

护的法律资格。从权利属性上看,它是民事权利和

私权; 从我国  民法通则 !的立法精神来分析, 监护

人的职权与责任是通过监护人的权利和义务来体

现的。为了理解和执行上的便利,可以将监护人的

职权和责任与权利和义务合二为一, 统称为监护的

权利和义务或者监护权。

二、核心问题 监护人权利的内容

监护关系成立后,监护人即依法或依约享有监

护方面的各种权利。包括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所享

有的权利和监护人自身因监护所享有的权利。后

一种权利是前一种权利派生出来的。这些权利是

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核心内容,需要在立法上加以明

确规定。从实践角度考量,权利的具体内容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

(一 )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所享有的权利

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所享有的权利,包括人身监

护权、财产监护权和民事行为与民事诉讼的代理

权,基本上与未成年人监护相同。但基于被监护人

是成年人且为老年、残障等特点,各国法律特别强

调对被监护人意思的尊重及生活事务和身心关怀

义务。

1.人身监护权利

成年被监护人的监护人的权利与义务常常是

合二为一的, 体现出双重属性, 既是权利, 又是

义务。

成年被监护人之监护人主要享有以下权利:

( 1)居住所指定权; ( 2)身体、健康的照料 (护理 )、

治疗权; ( 3)被监护人身份行为及身上事项同意

权; ( 4)被监护人交还请求权; ( 5)对被监护人监

督、教育、保护的权利; ( 6)对被监护人人身性民事

行为的撤销权; ( 7)侵权行为的救济权。与之相联

系,监护人还须承担以下主要义务: ( 1)照顾被监

护人的生活, 即照料义务; ( 2)保护被监护人的身

体健康,即护养医疗义务; ( 3)维护被监护人的人

身权利,即维护人权义务; ( 4)承担被监护人的监

督教育管理事项, 即监督教育义务; ( 5)监护中的

重大事项须经监护权力机关或监护监督机关的

同意。

至于监护人义务中的 ∀照料义务#, 笔者认为,

当今社会高龄化问题突显,监护人范围已不再以被

监护人的亲属为限。与这一变化相适应, ∀照料义

务 #对于配偶、成年子女等法定监护人而言, 就是

抚养义务; 而对于非法定监护人的监护人而言, 他

们对被监护人无法律上的抚养义务。这是中外各

国法律的通例。成年被监护人的监护人所处理的

生活监护事务, 应当是指法律行为及当然与之相伴

随的事实行为。
[ 5]

2.财产监护权利

监护人主要享有以下权利: ( 1)被监护人财产

管理和保护权。内容包括在任职时清点被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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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产,造具被监护人的财产名册和目录 (清单 ) ;

对被监护人财产的管理方式、范围 (及于被监护人

享有所有权的一切动产与不动产 )及其限制; 监护

人定期的财产状况报告和批准等具体内容; ( 2)财

产使用权和处分权。监护人应当将被监护人财产

用于被监护人的日常生活,并将被监护人财产的收

益用于被监护人的生活、医疗和财产管理上; 监护

人须为被监护人的利益时,方可使用和处分被监护

人的财产; 被监护人个人所需的一切费用, 包括财

产管理费用等均由监护人从被监护人财产中支出;

( 3)对被监护人财产性民事行为的同意权和撤销

权。与之相适应,监护人还须承担以下主要义务:

( 1)依法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应当向监

护监督机构提交被监护人的财产目录 (清单 ) , 并

采用法律允许的手段来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 监护

人应当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来管理财产,
[ 5] 505
努力

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未经监护监督人的同意, 不

得擅自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防止因管理不当而致

使被监护人财产不当减少; ( 2)禁止受让财产的义

务。即禁止监护人受让、承租被监护人的财产或者

接受该财产的抵押、质押或保证等担保, 包括被监

护人的一切财产, 且不论有偿与无偿;但习惯上的

赠与或以遗嘱方式所为之遗赠除外。同时,监护人

也不得受让第三人对被监护人的权利;
[ 5 ] 505

( 3)定

期向监护监督机构报告被监护人的财产状况。对

任职期间财产的有关变动情况应制作财产清单。

( 4)在监护终止时的财产清算报告及财产返还或

者移交等。

3. 民事行为和民事诉讼的代理权

依照 民法通则 !的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

监护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代理权。监护人在代

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行为时,必须是为了被监护人

的利益, 为被监护人取得和行使权利,设定和履行

义务, 不得滥用代理权。同时, 监护人负有对被监

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全面保护的

义务。当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遭受非

法侵害时,监护人有权以被监护人的名义主张权利

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作为代理人参加全部诉

讼活动。

同时,为防止监护人滥用权利, 在立法上还应

对监护人的监护权进行必要的限制, 一是监护人不

得代理与成年被监护人人身密切相关的婚姻登记、

立遗嘱、收养等行为; 二是监护人处理对成年被监

护人有重大影响的人身或财产监护事项时,必须经

过人民法院批准。如将被监护人送入限制人身自

由的场所、处分被监护人的不动产和有价证券以及

土地使用权等重要财产或财产权利、拒绝接受赠与

或遗产等, 须经人民法院批准, 否则无效; 第三, 不

得代理被监护人与自己为民事活动。如购买被监

护人的房产、汽车,或者租赁被监护人的店面等等。

(二 )监护人自身的权利

我国 民法通则 !第 18条和最高人民法院 民

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 10条对监护人的职责

作了明确规定, 但对监护人作为民事主体本身应当

享有的权利却没有明确规定,这不利于监护人履行

监护职责, 影响了监护制度作用与功能的发挥。我

们应当在重新构建我国成年人监护法律制度时, 认

真考虑监护人的利益,明确以下主要内容。

1.监护人的获得报酬权 (包括监护人的报酬

请求权 )

关于监护人可否因监护行为而取得报酬,考察

各国立法, 大致有三种类型:第一,无偿原则。即法

律明文规定监护为无偿的社会义务,如我国和前苏

联;第二,有偿原则。即认为监护是一项有代价的

职责, 履行了职责,就应该获得报酬。如美国和瑞

士。在美国, 监护人作为法院的公职人员 ( officer

of the court), 许多州都规定了监护人的费用及开

支的条款;  瑞士民法典 !第 416条规定: ∀监护人

有从被监护人财产中接受报酬的权利,报酬金额由

监护官厅根据其为管理财产付出的劳务,以及该财

产的收益, 并以每计算年度而定。#第三, 补偿原

则。法律规定监护是无偿的,但考虑到监护人付出

监护劳动的艰辛及被监护人的财产状况,由监护权

力机关决定给予监护人适当的报酬。如  法国民

法典!第 454条许可监护人在财产可能并在亲属会

议决定的情况下, 可以获得适当的补贴;  德国民
法典!第 1836条规定监护法院得在考虑受监护人

的财产及监护事务上合理时批准给予监护人适当

的报酬,但不许可向少年局或社团给予报酬;  意

大利民法典 !第 379条规定 ∀监护职责的履行是无
偿的#,但监护法官可以根据被监护人的财产状况

和管理财产的难度为监护人设定一笔合理的津贴;

 日本民法典!第 862条规定: ∀家庭法院可以视监
护人及被监护人的资力等状况,从被监护人的财产

中,付给监护人以相当的报酬。#

因此, 综合各国情况看, 实行绝对无偿的国家

只是少数, 绝大多数国家都从实际出发给予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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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津贴或者法院认为适当的报酬。我国采用

的无偿原则,违背民法公平合理原则,不利于调动

监护人的积极性。但如果实行绝对有偿原则, 又不

符合监护法保护被监护人利益的原则,建议我国立

法上采用绝大多数国家认可的补偿原则, 实行 ∀区
别情况,适当补偿 #原则,在立法上明确规定: 非被

监护人的法定监护人担任监护人的, 有获得报酬的

权利 (包括获得报酬请求权 )。
[ 6]
这样就从立法上

赋予监护人获得报酬请求权,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予

监护人一定的津贴或者法院认为适当的报酬。即:

对公职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属于法定职责, 不给

予报酬;非公职监护人在被监护人有足够的财产而

监护人又确实需要报酬时,可根据其履行职责情况

给予适当报酬, 并从被监护人的财产中支付; 对被

监护人本身负有抚养义务的监护人, 不赋予其报酬

请求权。这样既不增加国库的负担, 又兼顾到监护

人的利益,有利于调动监护人履行职责的积极性。

2. 监护人的辞任权和拒任权

关于监护人拒绝与辞退问题,许多国家法律都

规定: 当监护人由于智力、体力的相对欠缺或其他

客观原因等正当理由而无法履行或适当履行监护

人职责时,可以行使辞职或拒任权。如  德国民法
典 !第 1786条、 瑞士民法典 !第 383条、 法国民

法典!第 428条对拒任权作了规定,  德国民法典 !

第 1889条、 法国民法典 !第 429条、 日本民法

典 !第 844条还规定了监护人的辞任权。我国香

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对监护人的拒任和解职都采取

限制原则, 即无正当理由,被确定的监护人不得拒

绝出任监护人,并具体规定了拒绝担任监护人的法

定情形,以及无正当理由拒绝承担监护责任所产生

的法律责任。
[ 7]
目前, 我国大陆地区对监护人拒绝

或辞退监护问题没有规定,这对于在担任监护人期

间因客观原因导致无法继续承担监护职责的监护

人是不公平的。我们应当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和我

国港、澳、台地区的有关规定,明确规定监护的拒绝

或辞任的法定事由,以及无正当理由拒绝监护应承

担的法律责任。

关于拒绝或辞任的具体情形,可以规定为以下

七种: ( 1)年龄已满 60周岁者; ( 2 )已担任两个以

上未成年子女或成年人的监护人; ( 3)身体有疾病

或残疾而难以正常履行监护职责者; ( 4)因照顾老

人、小孩或者患病配偶,家务特别繁重者; ( 5)担任

政府要职, 公务繁忙而不宜履行监护职责者; ( 6)

其住所离被监护人太远而不能实际履行监护职责

者; ( 7)担任除配偶、直系血亲之外成年人的监护

人已满五年者; ( 8)因其他原因而不能实际履行监

护职责者, 如正在服兵役的现役军人、正在监狱服

刑的人等等。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监护人

的负担,又可以防止因监护人无力履行监护职责而

给被监护人造成的危害。对无正当理由而拒绝监

护的, 应承担支付监护费用的民事责任; 如因其过

错导致对被监护人的监护人选任和到位履行职责

延误的,应承担由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的民事责

任。如果被人民法院选任的监护人拒不履行生效

判决的,应依照我国  民事诉讼法!第 102条第 6项

的规定,处以强制性罚款或者拘留, 构成犯罪的, 依

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费用请求权

抚养义务人以外的监护人 (即非法定监护人 )

在履行监护义务过程中,如果发生与监护有关的费

用时, 有权向被监护人或其抚养义务人请求支付该

费用。当被监护人有财产时, 可从其财产中支付;

被监护人没有财产或财产不足以支付监护费用但

有抚养义务人的, 由抚养义务人负担;被监护人既

没有财产 (或财产不足 )又没有抚养义务人的, 监

护人的监护费用应当由民政部门、社会福利 (保

险 )机构或者慈善机构负担。如果监护人自愿负

担监护费用的, 法律自应当允许。

此外,法律还应当保障监护人监护权的有效行

使,建立相应的干预和处理机制。在监护人的权利

受到干涉或不法侵害时,监护人有权向监护监督机

构投诉、请求处理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请求司法保护。

三、关联问题 监护人的责任制度的

构建

监护的内容一般包括监护事务和监护责任等。

为了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我们在明确和强调监护

人的权利, 充分调动监护人的积极性的同时, 也应

当明确和强调与之相关的监护人的责任问题。它

也是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实现保护

成年被监护人利益的法律保障。监护责任制度的

设置, 有利于督促监护人履行职责,保障监护制度

的落实。

(一 )监护人责任的概念分析

对于监护人责任的界定, 目前学界有不同观

点。一种观点认为,监护人的责任是指监护人的故

意或过失导致被监护人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害时, 监

护人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 8]
另一种观点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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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人责任,也称监护责任,是指监护人违反监护

职责, 因其故意或过失而使被监护人受到损害时监

护人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以及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时

监护人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 5] 506
很显然, 第一

种观点不够全面,无法涵盖所有的监护人责任。笔

者赞成第二种观点, 认为监护人责任,也称监护责

任,是指监护人因其故意或过失而使被监护人受到

损害, 或者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时, 监护人依法应承

担的民事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监护人的责任与监护职责是有

区别的。监护职责,又称监护事务, 是指监护人对

被监护人人身和财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 5] 504
我国

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已有明确的区分。关于监护

职责,  民法通则 !第 18条第 1款规定: ∀监护人应

当履行监护职责, 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

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

监护人的财产。#最高人民法院  民法通则意见 !第

10条规定: ∀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 保护被监护

人的身体健康, 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

被监护人的财产, 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 对

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

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争议时, 代理其进行诉讼。#
而对于监护人的责任, 我国法律也有规定。如  民

法通则 !第 18条第 3款规定: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

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

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 应当赔偿损失。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

撤销监护人的资格。#  侵权责任法!第 9条第 2款

规定: ∀ ∃∃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的, 应当承担相应

的责任。#第 32条规定: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 从本

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 由监护人赔

偿。#因此,我们不能将监护人的责任与监护职责

混为一谈。

(二 )外国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立法规定

关于监护人的责任问题,从国外情况看, 各国

立法规定的责任范围也存在差异。如  法国民法

典 !第 450条第 2款规定: 监护人应谨慎稳妥地管

理未成年人的财产, 应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 并对

其管理失当所生的损害负赔偿的责任。  日本民

法典!第 873条第 2款规定: 监护人为自己消费了

被监护人的金钱时, 自消费时起, 应附加利息。如

尚有损害,则负赔偿责任。第 860条又规定, 监护

人有与被监护人利益相反的行为,按照日本民法第

826条处理,即为禁治产人重新选任其他监护或特

别代理人。  德国民法典!第 1833条规定: 监护人

有归责于自己的过失者,监护人就其违反义务而产

生的损害, 对受监护人负其责任。  瑞士民法典 !
第 455条第 2款规定了关于对监护人提起刑事诉

讼的条款。此外,我国港、澳、台地区对监护人和监

护监督人等因故意或过失给被监护人或他人造成

的损失承担责任也作了规定。台湾地区 ∀民法 #第

1103- 1条规定 ∀监护人因执行财产上之监护职务

有过失所生之损害, 对于受监护人应负赔偿之

责。# 澳门民法典!第 1801条规定: ∀监护人须就
因故 意或 过失 而 对受 监护 人造 成 之损 害

负责。# [ 6] 299- 300

(三 )完善我国监护人责任制度的立法建议

在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建议

借鉴外国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立法经验和立法

理念, 根据我国国情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采用概

括性规定与列举性规定相结合的模式,在今后立法

上对监护人的监护责任作出规定。

根据笔者对监护人责任概念的理解,从侵害行

为内容来划分, 可以把监护人责任分为监护人对被

监护人的侵权责任和成年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时的

监护人责任二种。

1.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侵权责任

建议立法上明确规定监护人在违反法律规定

或者不履行监护职责, 侵害被监护人人身、财产权

益时,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一, 监护人对

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 在性质上属于一般侵权行

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 责任构成

适用一般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责任形式主要包括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

状、赔偿损失等。具体适用情形包括: ( 1)监护人

因故意或过失给被监护人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

( 2)监护人为自己利益而处分了被监护人的财产

并造成被监护人财产损害的。第二,监护人给被监

护人造成人身、财产损害, 构成犯罪的,被监护人及

其代理人有权对监护人提起刑事诉讼,要求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第三, 在监护期间, 对监

护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时,由监护监督人担任被监

护人的代理人。第四,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

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被监护

人的亲属或监护监督人的申请, 撤销监护人的资

格,选任其他人担任监护人或特别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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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年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时的监护人责任

第一,限制行为能力的成年被监护人在其有识

别能力状态下致人损害时,应对自己的致人损害行

为负责,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承担过错责任。第二,

对于无行为能力的成年被监护人和在无识别能力

状态下的限制行为能力的成年被监护人致人损害

的,由于其欠缺意思能力, 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其侵权行为不成立,无须承担赔偿责任。为了补偿

受害人受损之利益,督促监护人更好地履行监护职

责,体现监护制度的功能,法律上应当追究监护人

的赔偿责任。这种责任从性质上说, 既是替代责任

也是补充责任,
[ 9]
是监护人对其未认真履行监护

职责 (即监护失职 )所造成的后果而承担的一种赔

偿责任。因为监护人是对成年被监护人的侵权行

为承担责任,并不是对监护人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

责任; 同时, 在承担责任时,应由成年被监护人承担

第一位序的赔偿责任。只有在其财产不足赔偿时,

才由监护人承担不足部分的补充赔偿责任。换句

话说, 监护人承担的是补充性的替代责任或者替代

性的补充责任。当然,如果 ∀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

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 #。在归责原则适

用上, 建议借鉴德国、法国、日本等多数大陆法系国

家的做法,即监护人应承担过错推定责任。同时,

基于成年被监护人赔偿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 辅之

以公平责任原则。在适用时,应当首先适用成年被

监护人的过错责任和监护人的过错推定, 而后再适

用监护人的公平责任。监护人承担公平责任后, 不

得向被监护人主张求偿。责任形式主要包括停止

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

偿损失等。具体适用情形包括: ( 1)成年被监护人

致人损害的;如果监护人能够举证证明被害人所受

到的伤害是因不可抗力、被监护人以外的第三人的

过错或受害人自己的过错造成的, 可以不负责任;

否则推定监护人存在过错, 须承担法律责任。
[ 7] 71

( 2)被监护人由于过错而给他人造成人身、财产损

害,且被监护人自己有财产的, 监护人可以免责。

总之, 我们研究成年人监护之监护人权利的内

涵、内容和责任, 目的是为了厘清成年人监护制度

的一些主要内容, 这样既有利于更全面周到地保护

被监护人的权益,体现法律人文关怀,又能够兼顾监

护人的切身利益, 更好地明确监护法律关系主体双

方的权利义务,调动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积极性,

以全面实现我国监护制度的功能和作用,并为进一

步完善我国监护法律制度提供理论支撑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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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R ights and Duties forGuardians of Adults

WU Guo ping

(Fuj ian J iangx ia Un iversity, Fujian Fuzh ou 350108, Ch ina )

Abstract: The rights and duties o f guardians are the core contents in adult guard ianship system. H owever, the ove ra ll and sys

tem atic regu la tions concern ing the aspect are still lacked. The leg islativ em easures shou ld be adopted to specify the rights en joyed

by the guardians consisting of guard ianship aga inst personal in jury and property infringem ent tow ards adults under gua rd iansh ip,

agency in civ il behav io rs and c iv il procedural acts, remuneration r ights, r ights to resign from or dec line to accept the position as

the guard ians as w e ll as re fine the duties of guardians when the adults unde r guardiansh ip are in fringed by the guardians them

selves o rwhen the adu lts under guard ianship do ha rm s to o thers.

Key words: adult guardianship; guardians; right; duty; ana lysis

92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第 27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