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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各类老龄产业就成为了亟待发展的朝阳产业。机构养老对我国目前

养老服务发展产业是不可或缺的，但如何处理好对于老年人监护的问题，涉及到了许多老年人和扶养人

的切身权益。老人入住养老机构之后，是否意味着养老机构就变成他们的监护人，老人在养老机构的一

切行为都由养老机构负责。这样的问题探讨层出不穷，本文探究了入住养老院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侵权责任的承担，旨在更好维护社会公正，保障老龄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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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ging problem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in China, all kinds of aging industries 
have become sunrise industries to be developed urgently. Institutional endowment is indispensa-
bl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ension service industry at present, but how to deal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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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of custody of the elderly, involves the vit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many elderly people 
and their dependants. After the elderly live in the pension institution, does it mean that the pension 
institution will become their guardian? All the behaviors of the elderly in the pension institution 
are responsible for by the pension institu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ort liability of people with-
out civil capacity and people with limited civil capacity in nursing homes, in order to better main-
tain social justice and ensu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ag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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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加上以往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小型化，传统居家养老

模式面临巨大的压力，机构养老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关老年人在养老院发生的法律纠纷也随之

频频发生。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若在养老院侵害其他老年人由该老年人承担侵权责任应无异议，

但无民事行为能力老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老人无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其责任应该由监护人抑或养

老院来承担？老人入住养老院后，是否意味着养老院就变成他们的监护人？换言之，老人在养老院的一

切行为都应当由养老院负责？在机构养老年人合法权益侵害的纠纷中，对侵权行为和责任的认定是最大

的难题[1]。本文介绍了养老院入住老人侵权案件的概况，分析了养老院和扶养人的责任来源，试图探索

处理养老机构入住老人侵权案件的处理思路，旨在从责任分担的角度论述在养老机构发生侵权纠纷扶养

人与养老机构的职责划分。 

2. 养老机构入住老人侵权案件的概况 

本笔者以“养老机构”“侵权责任纠纷”“民事案件”“判决书”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进

行搜索，共检索出 128 篇判决书。排除与本文探讨内容无关的养老院对老人侵权、院外第三人对老人的

侵权等案例，最后得到了 33 个养老机构内老人侵权的案例。在这 33 个案例中，有 19 个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老人的对另一老人的侵权，有 14 个是无民事行为能力老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老人对另一老人的侵

权。而在这 14 个案例中，几乎都是监护人和养老院两者共同承担责任，比例均为监护人高于养老院，被

侵权老人有过错的，也承担一定责任。仅有 2 个案例是监护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而要求养老院承担

全部责任的案件数量为 0。 
就比如“赵晓明等和陈晓芹等侵权责任纠纷”中 1，侵权人陈某某受精神疾病影响，在实施侵权行为

时辨认及控制能力丧失，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依照法律规定，在陈某某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

陈俊深、陈俊余、陈晓芹作为陈某某的子女，应为陈某某的监护人。法院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

十八条认定，监护人对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责任是法定责任，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陈

某某在实施侵权行为时，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故应由其监护人，即陈俊深、陈俊余、陈晓芹对陈某某

的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陈某某如有财产，应首先用其本人财产承担赔偿责任，因陈某某已死亡，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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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2020)京 0117 民初 4309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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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深、陈俊余、陈晓芹作为陈某某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应首先用继承的陈某某遗产进行支付，不足部分

再由陈俊深、陈俊余、陈晓芹承担，按 60%的比例承担责任。而东安老年公寓在发现陈某某言行异常后，

未采取合理应对措施，仍安排其与具有智力障碍、不能说话的赵某某同住一屋，产生了安全隐患，法院

认为其一定程度上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其该项过错与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因果关系，东安老年

公寓应当依照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即按 20%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在入住养老院的无民事行为能力老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老人侵权案件应当以大多数判决

书的处理方式来处理，即应当由无民事行为能力老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老人的财产先支付，不足的由

监护人承担，养老机构如果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以其过错比例承担，如果被侵权人有过错也应当承担

一定的责任。不应当一味的要求养老机构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或是要求监护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3. 养老机构法律责任的来源与性质分析 

民事法律关系由民事权利、民事义务、民事责任三者结合而成[2]。民事法律规范和民事法律关系都

是围绕民事权利、民事义务、民事责任这三个概念展开的[3]。民事权利是可为，民事义务是应为，民事

责任是应为而不为时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老人入住养老机构时，养老机构都会与老人及其监护人签订养老服务合同，这是养老机构民事法律

责任的主要来源。但是，根据我国的《民法典》可知，养老服务合同并不是“有名合同”。由于机构养

老是一种具备法律条件的特殊型民营组织对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日常饮食、起居管理，甚至有时

候提供部分医疗服务等养老服务的行为模式[4]。养老服务合同往往体现出委托合同性质。老年人或其代

理人为合同委托方，养老机构为受托方，双方通过受托的方式设定义务与养老内容[5]。对于当事人的资

质委托合同一般不做要求，但根据我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可知，养老机构要具备一定的资质，

并且一定要签订要式合同，再加上养老服务合同包含的内容非常综合，并不属于普通的服务合同，笔者

认为机构养老合同应当属于一种新型的合同，兼具服务合同和委托合同的特点。合同约定作为养老机构

法律义务与责任的来源。 
虽然养老机构的义务主要是合同义务，但是也有一定的法定义务。《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

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

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据此，养老机

构作为经营机构也应该负担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除此以外，其他法律法规也为养老机构的安全保障义

务设定具有的要求和标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

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

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宾馆、

商场、餐馆、银行、机场、车站、港口、影剧院等经营场所的经营者，应当对消费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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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

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

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 
值得探讨的是，这些法定义务能不能通过合同约定进行减轻或者免除呢？笔者认为这些法定义务不

能免除，但在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应根据合同约定来认定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和标准，也就是说可以根

据合同约定减轻或者加强其义务。其一，不管根据养老服务合同的性质还是法律的规定，安全保障义务

都是养老机构的基本义务。如果通过合同约定得以免除，则会构成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或不合理免除经营

者责任的无效格式条款。其二，《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关于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通常适用在

受害人与经营者没有合同关系的情形，性质上属于兜底性的义务，是法定的最低标准。因此，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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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可免除，另一方面当老人与养老机构存在养老服务关系时，应该优先适用依

据合同产生的安全保障义务。养老服务合同中往往会约定，如果入住老人侵害其他老人的合法利益导致

养老机构被受害者追究责任，养老机构赔偿后有权向侵权老人及监护人追偿。如果养老机构的赔偿是因

为其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则这样的条款是无效的。实践中，养老机构出于维护机构信誉、息事宁人的考

虑，往往通过和解的方式直接对受害方进行赔偿。如果养老机构没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就能够依据养老

服务合同的约定对侵权方及其监护人进行追偿，如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则只能对部分赔偿进行追偿。 

4. 成立养老服务合同能否转移扶养人的监护职责 

老人的监护人与养老机构签订了养老服务合同是否意味着其监护职责随之转移，老人在养老机构的

一切行为就都由养老机构负责？实践中，老人的监护人经常以老人在养老机构托养而自己未能进入养老

院看管老人为由主张侵权行为与自己无关，要求免除赔偿责任。 
监护职责是指监护人依法享有的监护权利和所负担的监护义务的总称。我国《民法典》第三十五条

第一款确立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而言，体

现为“尊重被监护人的意愿”。 
笔者认为，老人入住养老院，监护责任并不随之转移。理由如下： 
第一，养老服务合同的主要内容是为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服务、精神慰籍，该义务可有第三人

代为履行。但监护职责的核心内容在于有权处分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对监护人的品质、诚信程度

有高度的要求，一般建立在监护人与被监护人有特定身份关系的基础上，因此该义务不可随意转由第三

人履行。照料老人是扶养人的责任，而扶养人把这个责任交给养老机构来履行，养老机构只能依据养老

服务合同中确定的权利和义务来代行其中一部分的职责[6]，这些职责也仅限于安全保障义务、养护照料

义务，并不包括监护义务，所以养老服务合同并不能免除扶养人的监护义务。 
第二，养老机构如果变成监护人，则有权代理被监护的老人从事民事法律活动。那么一旦养老机构

侵害老人的合法权益，谁来监督养老机构？这就有一种养老机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嫌疑。因此，

对于养老机构是否能直接担任老人的监护人，大多数的专家学者和法律工作者都对此持一种谨慎的态度，

因为如果肯定了养老机构能获得监护人地位，会存在较大的道德和法律风险[7]。 
第三，如果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监护职责就直接转移到养老机构，这是不公平的。养老机构作为

盈利机构，如果作为入住所有老人的监护人，那么其将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不利于养老机构的发展，

也不符合如今国家鼓励养老服务发展的大环境。在养老的职责分配中，扶养人的职责应当是第一位的。

在把一部分扶养职责交给养老机构履行时，也不意味着监护职责就此转移。 

5. 处理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老人侵权案件的思路 

根据上文分析可知，无民事行为能力老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老人入住养老院后的监护职责并未转

移到养老院。老人不在扶养人的照看管理范围内并不意味着扶养人可以免去监护职责。在司法实践中，

养老机构内发生无民事行为能力老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老人对其他老人的侵权时，法院是如何处理的

呢？养老机构又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呢？ 
由于监护人的监护责任并不会因为养老服务合同的签订与履行而转移给养老机构，因此，在认定失

智老人构成侵权的情况下，应依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判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该责任性质上属于无过错责任。监护人能证明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但不能完全免责。

在老人入住养老机构脱离监护人的管理范围情况下是否就必然意味着监护人已经尽到监护职责呢？笔者

认为，在养老服务合同中，判断监护人是否尽到监护责任主要看：1) 老人是否有不宜入住养老机构的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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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包括传染病、精神病、暴力倾向等)而监护人没有向养老机构履行告知义务；2) 监护人对侵权事件的

发生是否尽到防范的义务，例如情绪暴躁，家属有没及时疏导、送医；3) 养老机构发现老人不适宜集体

生活要求解除合同，监护人是否尽到配合义务等。 
养老机构在侵权事故中是否应当承担责任主要是看养老机构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

务是从事经营活动的营利组织应尽的法定义务，其是一种法律在综合考虑了在调整商业活动的秩序中设

立这种义务的社会经济价值及道德需要后依据诚信及公平原则确立的法定义务。如前所述，养老机构的

安全保障义务既是一种法定义务，更是一种约定义务。养老机构的法定安全保障义务主要依据《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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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的规定[8]，但更多是来源于养老服务合同的具体约定。实践中，很多

法院并没有准确界定该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而习惯性将其界定为法定义务，而忽略了合同的具体约定。

鉴于养老服务机构安全保障义务的约定属性，针对不同老人，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和标准应有所不同，

不可一概而论。安全保障义务的范围和标准应以老人的年龄、身体状况、护理等级等，应做到权利义务

对等，否则必然导致养老机构的责任过重，不利于养老行业的健康良性发展。在考察养老机构是否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判断：1) 事前是否采取充分的措施预防事故发生；2) 发生事故后

是否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害扩大；3) 事后是否及时对受害人进行救治和安抚。养老机构的责任本质上是

一种管理责任，属于过错责任，根据过错程度来对侵权责任进行划分。 

6. 结论 

在讨论入住养老院的无/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侵权责任的承担时，除了要厘清监护职责是否从扶养人

转移到养老机构的问题，还要讨论的是养老机构安全保障义务及其判断标准的问题。 
养老机构提供的是基于合同而产生的养老服务，这种服务的内容当然包含了护理等内容，养老机构

通过收取服务费用的方式将一部分原本需要由家属担负的照顾、护理等任务转而由养老机构来承担，但

这并不意味着老人的监护责任转移给了养老院。在出现无民事行为能力老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老人实

施侵权行为时，监护人不能一味将责任推卸给养老机构，认为老人交由养老机构照顾则意味着老人的一

切行为都应该由养老机构负责。法院在处理纠纷时也应充分关注养老机构安全保障义务的约定属性，立

足于合同的约定和履行情况，秉公处理。如果养老机构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设立也符合法律法规，一

味让养老机构承担责任于法于理都不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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