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司法实践中，发生机动车或者非
机动车交通事故后，肇事方存在先行垫
付医疗费的行为，有的人会认为这就是
一次性支付的私了费用，双方会对该笔
费用性质产生争议，因此引发纠纷。

2020年10月，王欢与张乐骑电动
车相撞，造成车辆接触部位损坏，双方
受伤。交警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认定王欢为全部责任，张乐无责。事故
发生后张乐前往医院就诊，诊断为左膝
关节髌骨骨折，王欢支付给张乐1200
元。

后来张乐起诉要求王欢支付医疗
费、护理费等赔偿费用，庭审中，王欢认
可事故责任认定属实，但他认为事发
后，双方最终确定1200元一次性解决
此事，他才会支付医疗费。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欢没有提交任
何证据证明双方存在私了的合意，也没

有提交书面私了协议，没有认可王欢关
于该事故双方已经和解的主张。关于
王欢已经支付的1200元，在法院核算
张乐损失后予以了扣除。

私了协议的性质是民事合同。依
据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交
通事故后对于支付的钱款主张是私了
钱款的，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存在私了合
意，证明该民事合同成立。民事法律行
为可以基于双方或者多方的意思表示
一致成立，也可以基于单方的意思表示
成立。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
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特定形
式的，应当采用特定形式。因此，双方
具有私了的意思表示，应当签订书面协
议，或者在微信等通讯工具中留存证
据，如写明“双方就本次交通事故纠纷
一次性解决，再无其他争议”。

法院如何认定存在私了协议

轻微交通事故肇事者往往选择私了，自行
签订协议并支付一定赔偿款。签了这样的私了
协议之后，发生病情加重或其他意料之外的事
情，可以反悔吗？这个问题涉及撤销权的司法
认定，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并造成较
大损失时，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对该行为予以撤
销。

2022年，王宝骑电动三轮车与骑摩托车的
张贝发生交通事故致两人受伤。双方被送至医
院就诊，在医院签订协议：“事故双方均未保护
现场、及时报警。双方私了，损失自负，不用交
通支队出具任何手续。”双方在该协议上署名并
捺印。后经诊断，王宝伤情较重，张贝伤情较
轻。

王宝手术治疗后支付了巨额医药费，于是
他找张贝要求分担一些医药费，张贝认为二人
签了私了协议，自己不应当再支付任何费用。
于是王宝以合同纠纷为由，将张贝诉至法院，要
求依法撤销王宝与张贝在医院签订的协议。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该私了协议行为系重
大误解行为，其有权撤销该行为，以修正当事人
之间利益的严重失衡，且王宝行使撤销权并未
超过行使期限，判决撤销王宝与张贝签订的私

了协议。
由此可以看出，交通事故私了协议的性质

是双方达成的民事合同。我国民法典第147条
规定，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
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本案中，双方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王宝作为不具
备专业医学知识的普通人，在未经医院诊断的
情况下签订私了协议，约定双方损失自负，致使
出现其实际伤情严重而张贝伤情明显较轻从而
双方利益严重失衡的后果，该后果的出现与其
签订私了协议时的真实意思相悖，构成重大误
解。

需要注意的是，撤销权行使有期限限制，否
则撤销权消灭。民法典第152条规定，当事人
需要在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
年内行使撤销权，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九十日内行使撤销
权，如果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
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或者当事人自
民事法律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
权的，撤销权消灭。因此，如果认为自己是因为
重大误解而签订私了协议之后，应当及时提起
撤销权诉讼。

签了私了协议，是否可以撤销

法律讲堂讲堂

老人跳广场舞猝死，组织者该不该担责？
■ 杨学友

最近，网上一则“老人跳广场舞猝死，家属向
组织者索赔60万元被判驳回”的信息引发热议。

2022年 1月某日，杨女士在微信群中发布
消息后，组织群中部分自愿参加人员参与表演
排练，张先生也自发主动前往参加舞龙练习。
上午8点30分许，练习完舞龙表演在一旁休息
的张先生突然倒地陷入昏迷，其他群友和路过
群众见状则连忙开始了施救并拨打 120 急救
电话。救护车抵达现场，杨女士随车陪同张先
生前往医院，但最终张先生经抢救无效死亡，
死因为心源性猝死。事后，张先生的家人认为
杨女士作为舞龙活动的组织者对张先生的死
亡负有责任，遂诉至法院，要求组织者赔偿60
余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综合案件事实和医疗机构
的认定，张先生的死亡系因个人自身疾病而并
非他人过错。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
年人，张先生自愿参加杨女士组织的舞龙活动
而发生意外，在没有证据证明杨女士存在过错
的情况下，杨女士不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责
任。据此，法院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案
件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
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
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
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的除外。该条法律表明，民法典对自
愿参加的健身娱乐行为产生的损害，规定为过
错责任原则。即组织者如果不存在过错，则不
承担责任。

在本案中，作为群主的杨女士将自愿参加
健身文娱活动者组织在一起参加（并非营利性
的商业活动）助兴表演，本身无不当与过错；张
先生在活动后的休息期间突然晕倒后，包括杨
女士在内的众人在合理的范围内共同采取了施
救行为。且健身活动本身亦不具有明显的危险
性。张先生的死亡是由其自身健康状况造成，
不是他人的侵权行为所致。张先生作为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自愿参加杨女士组织的舞龙活
动而发生意外，在没有证据证明杨女士存在过
错的情况下，杨女士不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责
任。张先生猝然离世，令人痛惜。但法律作为
指导和约束社会行为的准则，既要保护合法的
权益不受侵害，也不可伤及无辜。

“谁受伤谁有理”，一直是善良人同情、照顾
伤者、处理矛盾纠纷的思维模式。而多年实践
中表明，“谁受伤谁有理”，会使法治和规则变得
模糊，也容易形成导向错误。对此，结合民法典
的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推进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
见》，强调司法明确导向、明辨是非的引领作用，
强化公民的法治规则与公序良俗意识，这表明
在民法典时代，“谁受伤谁有理”不灵了，也必将
更加有力地保障“让人民群众在第一个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作者系辽宁省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以案说法说法

■ 沈婧 姜阳喆

出于保障未成年子女生活或
者资产分配的考虑，很多人会将购
置的房产登记在孩子名下，再根据
实际需要进行处理。

按照大多数人的想法，房子是
父母出资买的，孩子的监护权也是
由父母享有的，只是房子登记在孩
子名下，怎么处分房产不还是看父
母的决定吗？真是这样吗？

2001年，王女士出资40万元
在北京市海淀区购置了一套房产，
登记在当时才两岁的儿子赵伟名
下，一直未做处理。到了2022年，
王女士准备将这套房子出售给自
己的朋友李先生，便以赵伟法定代
理人的身份和李先生签订了房屋
买卖合同，将该房产以50万元的
金额出售给他。在签署买卖合同
时，李先生支付了20万元定金，王
女士出具了相应的收据，李先生先
行搬入房内居住。之后，因两人之
间发生不愉快，王女士不再配合后
续的买卖事宜，李先生便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
并要求王女士和赵伟承担违约责
任，支付双倍定金40万元。

但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意
料。在收到法院传票后，赵伟向法
院提起了反诉，请求法院判令买卖
合同无效，并要求李先生停止侵占
行为，返还房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法院又
是怎么认定的呢？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和李先生签
订房屋买卖合同时，赵伟还是未成
年人，王女士作为监护人有权代他
进行民事活动，但要满足法定要
求。根据民法典第35条第一款的
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
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
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
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

从具体的合同条款来看，买卖
合同中约定房屋转让总价款是50
万元。该房产是王女士在2001年
购入，当时的购置价为40万元，符
合之前的物价消费水平。但现在早已今非昔比，
房产的现价要远远超出购入价，王女士和李先生
必然了解房产的真实价值，合同中约定的转让价
款明显有违事实。

因此，虽然王女士有权代赵伟实施民事活动，
但她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转让赵伟名下的房产，
存在恶意串通的情形，损害了赵伟的权益。基于
此，根据民法典第154条的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
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
效，王女士与李先生所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李先生应将房产返还给赵伟，王女士也应退还所
收取的合同定金。

法律解读

1.父母代未成年子女订立房屋买卖合同一定
无效吗？

并非如此。
一般情况下，作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

父母有权代理未成年子女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父
母可以代为处分未成年人名下的房产，但不能损
害未成年子女的权益。

如果买卖双方订立的房屋转让价款符合市场
价格，合同条款的约定也符合交易习惯，买卖合同
一般是有效的；但若父母与其他人之间达成交易
意愿，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房产，或者采取
不合理的交易形式，损害了未成年人的利益，合同
很可能被认定为无效，存在巨大的交易风险。

2.房产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的风险及应对。
（1）在子女成年之前，父母不能任意处分房

产。
与动产相比，不动产权利较为稳定，升值空间

巨大，是很多人投资的首选。但相应的，不动产的
处分流程更加烦琐、复杂，所耗费的时间也更多。
因此，在选择由未成年子女持有房产时，父母应确
保短期内不会处分房产，以免出现急需资金却无
权出售的情形。

另根据法律规定，监护人处分未成年人名下
财产需满足“维护被监护人利益”的条件。也就是
说，如果确实要处分未成年人名下的房产，售房款
也要用于未成年人所需，监护人不能随意支取。

（2）父母可能会失去对房产的控制权。
由于房产登记在孩子名下，父母并不具有合

法的产权人身份，在处分房产时不免会遇到诸多
障碍。同时，孩子成年后便对房产享有完整所有
权，可以任意处分房产，比如售卖、出租、赠与他人
等，父母将失去对该房产的控制权，存在资产流失
的风险。

（3）购房者可能因购买未成年人名下房产而
面临合同无效。

房价的变动幅度较大，会受到政策、经济环
境、社会观念的影响，从而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
尤其在大城市，从签订购房合同到交付房屋的短
时间内就可能发生几万元的房价变动。因此，一
旦未成年人的父母反悔，以未成年人的名义提起
买卖合同诉讼，或未成年人在成年后自己起诉要
求确认合同无效，都会给购房者的利益造成极大
的损害。

房子不是压岁钱。买房是大事，登记更要谨
慎，千万不要以为孩子只是名义上的所有权人。

（作者系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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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不是压岁钱。买房是大事，
登记更要谨慎，千万不要以为孩子只
是名义上的所有权人掉入“套路私了”陷阱，该如何维权

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
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
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
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
权利。如果交通事故中存在私了协议，
会对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产生怎样的
影响？

崔芝在甲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
失险，承保期间崔芝驾车与张峰车辆发
生接触，两车受损。交通管理局出具交
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张峰负事故全责。
事故发生后，崔芝送往4s店修理定损，
由甲保险公司进行了赔偿。崔芝填写
机动车辆索赔权转让书，并授权甲保险
公司向责任方张峰追偿。后甲公司提
起保险代位求偿诉讼，起诉张峰和张峰
车辆投保的乙保险公司。

诉讼中，张峰称事故发生后，已向
崔芝支付2000元，当时崔芝说双方已
经私了，崔芝自己走保险。在第一次庭
审中，崔芝称收到2000元误工费，当时
表示私了，不再向张峰主张。后来崔芝
又称双方没有签订过私了协议，没有私

了。甲公司表示对张峰与崔芝私下支
付2000元的情况不知情，崔芝申请理
赔时也未提及该情况。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张峰虽主张双
方已私下和解、崔芝向保险公司主张的
维修费远高于崔芝车辆实际维修损失，
但其并未就此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
且甲公司提供的车辆维修相关单据上
的金额远高于张峰已支付给崔芝的
2000元，故法院对于张峰关于存在私
了协议的主张不予支持。崔芝认可在
事故发生后收取了张峰赔付的2000
元，其虽称为误工费，但未提交证据予
以证明，且前后两次陈述不一致，故对
崔芝的陈述法院不予采信。最后法院
认定，甲公司对于2000元行使代位求
偿权没有依据。

因此，在交通事故后的保险代位求偿
纠纷中，保险公司需要向投保人核实是否
存在私了的事实，是否存在私了协议，是
否支付了私了和解款项，避免无依据求偿
的情况出现，也避免保险公司多支付赔偿
款后再向投保人要求返还的情形。

私了协议是否影响保险公司代位求偿

私了协议被撤销，多支付部分能否要求返还

侵害患者知情权
应承担赔偿责任吗？

我因声音嘶哑而就医，在医院进
行手术治疗7天后病情反而加重。又
经过了一个月的继续治疗，疗效仍不
明显。对此，医院再次组织专家会诊，
认为声音嘶哑系慢性肥厚性喉炎所
致，又重新制定了治疗方案。治疗终
结后，我打算以医院侵犯患者知情权、
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为由提起诉讼，要
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请问，该诉讼
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吗？

读者 黄云松

黄云松读者：
在您治疗过程中，医院没有告知

患者手术可能出现的不良风险，告知
内容不完整，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知情权作为患者的一项基本权
利，是指患者有知悉自己的病情、治疗
措施、医疗风险、医疗费用和医方基本
情况、技术水平及其他医疗信息的权
利。民法典第 1219 条规定：“医务人
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
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
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
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
案等情况，并取得其明确同意；不能或
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
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明确同意。医

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
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具体说来，患者的知情权包括三项基
本内容：一是真实病情了解权，即患者
有权了解自身所患疾病的真实情况和
发展趋势；二是治疗措施知悉权，即患
者为了避免或降低就医风险，有权选
择医方拟将采取的治疗方案和治疗措
施；三是医疗费用知晓权，即患者有权
掌握自己就医所应当承担的各种医疗
费用的数额、用途和支出进度等。患
者知情权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医方的
告知。该告知义务包括：病情告知方
面，如实告知患者所患疾病的名称、现
状、程度、趋势和可能发生的危害健康
的后果等诊断结论；但是出于防止病
情急剧恶化、避免对患者可能或必然
造成不利后果的善意考虑，也可对患
者本人延迟告知。治疗告知方面，如
实告知患者对其所患疾病将采取的治
疗方案和治疗措施，以及为避免危险
所采取的预防措施。采取手术治疗
时，应当由患者或其家属签字同意。
风险告知方面，如实告知治疗措施可
能或必然产生的危险，或因患者体质
特异可能发生的过敏、排异、恶化和并
发症等其他损害结果。

山东省昌乐县司法局 张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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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视剧《回响》看交通事故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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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鹏博

电视剧《回响》正在热播，剧中涉及的众多法律问题也引发热议。
夏冰清父亲夜晚驾驶车辆不留神撞到老李，夏冰清父亲没有选择报警
由交警处理、认定交通责任事故，而是选择了私了。他的私了行为拉开
悲剧的序幕，老李一家不断上门索要医药费、护理费等，赔偿成了无底
洞……那么，法律上如何认定交通事故私了协议？签了交通事故私了
协议可以反悔吗？

肇事方先行垫付的医疗费就是一次性支付的私了费用？签了私了协议，是否可以撤销？多支付
的钱款还能要回来吗？私了协议对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常常存在双方私了后，经交通管理部门重新
认定责任支付钱款一方无责或责任减少的情况，
出现这种情况，签了私了协议，多支付的钱款还能
要回来吗？

依据民法典第155条和第157条的规定，被
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行为
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
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
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

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在私了
协议被撤销的情况下，私了费用基本与垫付费用
性质无异，多支付的费用应当返还，相反，经重新
核算后不足部分需要补齐。

通过以上解析，我们可以看到，应当尽量避免
私了，如果出现夏冰清父亲一般掉入“套路私了”
的陷阱中，应当及时行使撤销权，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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