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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说法

■ 潘家永

目前，不少家庭都在请保姆或钟点工，有
些刚退休的人也加入这个队伍。由于双方之
间形成的是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所以，
家庭保姆、钟点工等劳务人员在雇佣劳动中
造成他人损害或自己伤害的，究竟应当由谁
来承担责任？

提供劳务时造成他人损害，该由
雇主赔偿吗？

孙女士请钟点工张某来家里搞保洁，并
交代了注意事项，其中包括告知张某在擦玻
璃前要将花盆移走。可张某在擦玻璃时未将
花盆挪走，结果干活时不小心将花盆摔到楼
下，砸中停在楼下的一辆汽车，造成损失
5000余元。那么，张某造成的损失该由雇主
孙女士来赔偿吗？

说法

本案中，孙女士与张某之间形成的是劳
务关系。劳务关系是指提供劳务一方为接
受劳务一方提供劳务服务，由接受劳务一方
按照约定支付报酬而建立的一种民事权利
义务关系。其中，接受劳务一方仅指自然
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规
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
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
担侵权责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
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
一方追偿……”据此，接受劳务一方对提供
劳务一方造成他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的，前
提是提供劳务一方侵权行为是因劳务产
生。如果与劳务无关，那么接受劳务一方无
须承担责任。

本案中，孙女士系接受劳务一方，张某系
提供劳务一方，张某在提供劳务过程中造成
他人车辆损害，应当由孙女士负责赔偿车主
的损失。但是，张某在擦玻璃时把孙女士的
交代抛之脑后，自身存在着重大过失，因此，
孙女士在向车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要求
张某偿还其所支付的赔偿款。

因劳务受到伤害，自己也要担责吗？

小李到宋女士家做保姆，工作内容包括
卫生清洁和买菜做饭等。一天，小李不听宋
女士的劝阻，执意要站在椅子上打扫卫生，结

果不小心摔下，造成左小腿骨折，产生医疗
费、误工费等损失1万余元。那么，小李是该
自行承担损失还是可以要求宋女士赔偿呢？

说法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第一款规
定：“……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
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在
个人之间劳务关系中，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
受到损害时，并不适用无过错责任的原则，
即接受劳务一方并非无条件地承担赔偿责
任，而是要根据双方是否存在过错以及各自
的过错程度，来确定是否承担责任及责任大
小。这样，可以避免提供劳务一方在提供劳
务过程中随心所欲，从而抑制产生道德和法
律风险。

认定双方是否存在过错，应主要从提供
劳务方的谨慎注意义务是否履行、是否按照
操作规范操作，以及接受劳务方提供的劳动
保护是否适当、工作场所是否符合一般安全
标准、指示是否得当等方面进行审查甄别。
本案中，小李作为成年人，知晓站在椅子上
打扫卫生的危险性，而且宋女士也作了劝
阻，所以，小李对自己所遭
受的损害存在较大过错，
宋女士只需适当承担一定
的赔偿责任。

因第三人侵权行为
受伤，该找谁承担责任？

刚刚退休的吴女士看
到一家小餐馆招聘小时
工，她就应聘当了服务
员。一天中午，吴女士在
收拾完餐桌准备将碗盘拿
回后厨时，被客人黄先生
撞倒受伤住院。事后，吴
女士要求餐馆老板汪某赔
偿其医药费、误工费等相
关损失，但被拒绝，汪某拒
绝的理由是自己并非加害
人，此事与他无关。那么，
吴女士究竟应当向谁索
赔？

说法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
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提

供劳务期间，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提供劳
务一方损害的，提供劳务一方有权请求第
三人承担侵权责任，也有权请求接受劳务
一方给予补偿。接受劳务一方补偿后，可
以向第三人追偿。”就是说，提供劳务一方
在劳务中遭遇第三人侵权，如果能找到侵
权人且侵权人具有赔偿能力的，则既可以
要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接
受劳务一方给予补偿。如果无法确定侵权
人或者侵权人无力赔偿的，则依据公平原
则，由接受劳务一方给予补偿，这可以更好
地保护雇员的权益。

应当指出的是，补偿与赔偿是不同的。
赔偿一般是填平原则，即损失多少赔多少，
而补偿仅是给付损失中的一部分。本案中，
吴女士既可以请求老板汪某给予补偿，也可
以请求第三人（黄先生）承担侵权损害赔偿
责任。吴女士找汪某偿付其损失，虽然汪某
不能拒绝，但汪某无须全额偿付，可以只给
予其适当的补偿。如果吴女士想获得全额
赔偿的话，那就必须请求黄先生承担侵权赔
偿责任。

（作者系安徽警官职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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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秀等读者：
你们有权反悔。
一方面，从劳动法律关系上看，

“周六周日无薪制”的约定对员工没
有法律约束力。劳动合同法第二十
六条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
部分无效……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
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劳
动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劳动者在法
定休假日和婚丧假期间以及依法参
加社会活动期间，用人单位应当依
法支付工资。”你们与公司关于“周
六周日无薪制”的约定，违反了劳动
法中对应的强制性规定，决定了该
约定虽然源于“自愿”签订，但从一
开始起便属无效合同。

另一方面，从民事法律行为上
看，“周六周日无薪制”的约定同样
对员工没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
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格式条款
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
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
的条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
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
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
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
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
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
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
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
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
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
为合同的内容。”正因为劳动合同
系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并没有与你们协商确定，也没有对
你们给予特别提示，决定了“周六
周日无薪制”的约定当属无效。

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 颜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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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凝未 曹志成

现实生活中，丈夫瞒
着妻子去炒股，欠下巨额
外债的案例时有发生，这
些债务，妻子是否要偿
还？

【判例】

让我们看看实际生活
中的真实判例：丈夫梁某
以借款炒股、投资为由，先
后三次向其同事蔡某借款
共34万元，并以个人名义
向蔡某出具借条。后梁某
与妻子唐某离婚，并共同
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
债务进行了确认，离婚协
议明确梁某因赌博和股票
交易所负49万元债务由
梁某负责偿还（不含上述
的34万元借款）。在唐某
要求下，梁某还书面出具
了没有其他债务的保证，
但没有提出同蔡某的借
款。后蔡某向法院提起诉
讼，提出34万元借款系梁
某与唐某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产生，应由两人连带清
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梁
某与唐某离婚时通过协议
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了确
认，协议中未提及蔡某的
债务，证明被告唐某对该
借款并不知情，双方没有
形成夫妻共同举债的合
意。梁某向蔡某所借款
项，没有用于家庭生活所
需。梁某在诉讼中自认借
款用于炒股和赌博。法院
经审理认为这笔债务属于
丈夫梁某的个人债务，不
是夫妻共同债务，所以妻子唐某不需承
担还款义务。

我国法律对于夫妻债务的规定

夫妻共同债务是一个在法律实践
中历久弥新的领域，目前按照我国民
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的规定，既妥
善照顾了夫妻双方中非举债方的合法
利益，也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简而
言之，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四条规定
的确认夫妻共同债务的裁判规则有以
下3点：

1.夫妻双方有共同承担债务的意思
表示的；

2.债务为日常家庭生活所需所负的
债务的；

3.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
产经营的。

只要满足以上3个条件之一的债务
都可以被法院认定为是夫妻共同债务。
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判断
是否属于家庭共同债务：

第一步，夫妻双方都认可的债务。
一般可以凭夫妻双方共同签署法律文件
或者夫妻双方认可债务的短信、邮件、微
信等资料来证明夫妻双方具有共同承担
债务的意思表示。

第二步，日常家庭生活所需的债
务。如正常的衣食住行消费、医疗保健、
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

第三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
生产经营的债务。实务中，该问题争
议较大，但其内核则是夫妻双方共同
受益，根据权利与义务、收益与风险相
一致的公平原则使夫妻另一方承担债
务。

经过上述步骤判断，如果属于夫妻
共同债务的，夫妻双方都有还款义务，债
权人可以要求夫妻的任何一方履行还款
义务，即使夫妻之间存在协议约定债务
由其中一方承担，也不能阻止债主向夫
妻任意一方要求履行债务。

【建议】

如果遇到对方瞒着自己偷偷借钱用
于炒股等投资行为的情况，可从以下几
个方面保护自己的权益。

1.拒绝对债务进行“共签”。对于明
确不认可和不接受的债务，避免签署借
条、借款协议等文书，也避免在不清楚债
务情况时草率进行口头确认。

2.做好家庭财产的隔离。通过分隔
银行账户等方式，将家庭日常开销的账
户同债务账户分隔开，明确投资行为的
收益并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3.如果并未决定离婚，可以通过婚
内财产协议，在夫妻之间明确债务的性
质、承担方式和追偿权利。

4.如果协议离婚，夫妻双方不仅需
要提前对共同财产做好分割，同时也要
对于共同债务的归属做好约定，并书面
确认无其他共同债务的存在，以证明自
己确实对于潜在债务不知情。
（作者系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律师）

我们入职公司时，公司使用预
先拟定、没有与我们协商、没有任
何特别提示的劳动合同写明周六、
周日休息期间一律不计发工资，我
们当时没有细心揣摩，为了获得该
份工作不敢提出异议而签字。时
隔一个多月，我们为之后悔。请
问：我们能否就“周六周日无薪制”
的约定反悔？

读者 李秀秀等19人

夫妻共同债务在法律实
践中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领域，
法律对夫妻共同债务是如何
规定的——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萌

婚姻原本应以男女双方的感情为纽带、以共
同生活为目的，而缔结的一种人身关系。但现实
生活中，却存在不以感情为纽带、不以共同生活
为目的，而是出于某种现实的利益考虑而结婚的
现象，我们把这种形式上符合法律规定，但实际
是为了其他目的而结婚的情况称为“假结婚”。
由于“假结婚”只是为了实现某些利益需求，所以
通常情况下双方为了利益最大化，会以“婚前协
议”的形式对一些具体内容进行约定。那么，“假
结婚”在法律上会面临哪些现实风险？这种“婚
前协议”的性质如何？真能保护双方利益吗？

为获北京户口，丈夫给妻子“找对象”

近年来，为了获得北京户口而动起了歪心
思的人不在少数，梁先生就在此列。

2019年5月，梁先生经人介绍认识了姜女
士，姜女士承诺可以通过结婚的方式办理北京户
口，双方签订《委托协议书》约定梁先生给姜女士
费用35万元，付款方式为办理结婚手续及对《婚
前财产协议》认可后一次性支付15万元，其余费
用在户口迁入北京并与对方离婚后付清。办理
期限为三年半，如未能办成则全额退款。

协议签订后，梁先生按约定支付了15万
元，姜女士为梁先生的妻子介绍了北京人王先
生，安排他们签订《婚前财产协议》并办理了结
婚登记。但户口没有在约定时间内办成，于是
梁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姜女士退还15万元并支
付利息。在庭审中，姜女士表示收到的15万元
自己仅留下4万元，其余都给了不同的人用来
办理落户事宜，故仅同意退还4万元。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我国
民法典第八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
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梁先生与姜
女士签订《委托协议书》的目的是通过“假结婚”
的方式为梁先生妻子及其子女办理户口。一方
面，该合同欲利用国家户籍管理制度获取不当
利益，此行为扰乱了户籍管理秩序。另一方面，
梁先生的妻子与王先生使用自己的真实身份办
理结婚登记，以“假结婚”获取的结婚证达到办
理户口的目的。虽然结婚目的并不影响婚姻效
力，但婚姻应以尊重、感情、责任为基础，而不能
成为个人谋求相关利益的工具，“假结婚”不但
违背了婚姻制度的初衷，也易造成家庭关系的
混乱，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故梁先生
与姜女士签订《委托协议书》违背公序良俗，应
认定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行为人因该

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梁先生要求
姜女士退还15万元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法
院予以支持。对于梁先生支付利息的诉讼请
求，法院不予支持。

“假结婚”暗藏真风险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结婚登记是婚姻关系
成立的唯一形式要件。尽管“假结婚”的双方当
事人所缔结的婚姻并不是他们的真实婚姻意思
表示，但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这个行为具有法律
效力。这就会造成双方当事人因婚姻缔结而发
生人身关系方面权利义务的变更。“假结婚”的
原因各不相同，但其中存在的风险都是一样的。

风险一：一方举债可能共担。
如果“假结婚”期间一方对外负债，且构成

夫妻共同债务，则另一方也面临承担债务的风
险。即便双方约定分别财产制，在债权人不知
双方约定、且该债务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况
下，这份约定也不具有对抗债权人的效力，非举
债一方仍然有承担债务的风险。

风险二：扶养救济义务承担。

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了夫妻间的互相扶养
义务和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离婚时，如一方生活
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
当帮助。所以即便是“假结婚”，如果离婚时，也
不排除有负担能力的一方可能被法院判决给予
另一方金钱或居住的帮助。

风险三：结婚容易离婚难。
双方结婚后，一旦一方假戏真做不肯离婚，

会对另一方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在双方无
法协议离婚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诉讼方式来达
到目的。而诉讼离婚需要按照法定程序进行，
如果法院一审判决不准离婚，就还需进入二审，
这样势必会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

风险四：离婚时财产被分割。
如果在结婚双方没有适用约定财产制的情

况下，就应依法适用法定财产制，即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的劳动收入、投资收益、生产经营所得等
都构成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就需对这些财产
进行分割。由于假结婚目的明确，所以很多人
会通过财产协议来明确财产归属、规避财富风
险，但如果对财产约定不够严谨，仍然面临共同
财产被分割的风险。

也许有人认为，在结婚前双方都签订了婚
前协议，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这里我们对“假结
婚”期间签订相关协议的效力做进一步探讨。

由于“假结婚”没有感情基础也没有共同生
活的意愿，加之此类协议中的很多约定具有合
同属性，并非属于民法典婚姻家庭规范所调整
的范围，且为“假结婚”所签署的协议不具有正
当性且违背公序良俗，通常被认定无效。

而对基于“假结婚”所获得的户籍及其他相
关利益，法院通常会判决强制迁出或采取其他
强制措施，如向相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函，相关
机关再视情况做出处理。

总之，想通过“假结婚”来实现某些现实利
益，不仅在道义上不可取，在法律上也面临上述
一系列风险，最终，极有可能落个“竹篮打水一
场空”。

婚姻非儿戏，莫让己失信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薛泓表示，从
法律角度讲，所谓“假结婚”属于双方私下约定，
只要按照法律要求符合结婚的形式和实质要
件，在民政局进行登记并领证，双方的婚姻关系
就是合法有效的，结婚证背后附着人身、财产等
复杂的权利义务关系。针对“假结婚”所签订的
一系列的协议其本质是为了办理户口，并不以
共同生活为目的，有违婚姻缔结的初衷，有违善
良风俗；而“假结婚”的约定也违背社会全体成
员所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扰乱户籍管理秩序，
进而违背公共秩序。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
条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另外，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上海市律师协会婚姻家庭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
任桂芳芳提醒大家，婚姻是自由的，但不是绝对
自由的。如果把婚姻变成了交易或儿戏，那便
丧失了婚姻的魅力和意义。同时婚姻登记严重
失信名单也会让你榜上有名，招来的不是幸福
和财富，而是无尽的麻烦和损失。

“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名单”是指国家发改
委、中国人民银行、民政部等31个部门联合签
署《关于对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人开展联合
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对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当事
人开展联合惩戒，纳入全国婚姻登记信用信息
系统的婚姻登记严重失信名单，一旦被民政部
纳入失信名单的管理期限为5年。

所以，婚姻非儿戏，千万别为了达到目的铤
而走险。法律是公正的，但公正的前提是你需
要真正地理解它，要真诚对待每一份社会关系，
审慎对待自身的权利和义务。

当婚姻沦为一种利益工具，有多少人为了利益不惜铤而走险，以“假结婚”的方式去钻政策的空子

我是被家政公司派到雇主家去照顾小孩的，

为了救孩子摔成骨折，我该找谁负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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