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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监护制度，是指对未成年人或者精神病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民事法
律制度。
在监护制度中，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履行监督、保护职责的人被称为监护人；被监护人监督、保护
的未成年人或者精神病人被称为被监护人。
监护人应当履行所承担的监护职责，要采取合理措施控制被监护人的行为，防止他们对他人实施致害
行为。
如果监护人没有履行所承担的监护责任，导致被监护人对他人实施了致害行为并因此导致他人遭受了
人身或者财产损害，监护人是否要就其未成年子女或者精神病人的侵权行为对他人承担侵权责任？
如果监护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他们就其未成年人或者精神病人承担的侵权责任究竟是什么性
质的侵权责任？
被监护人是否就其实施的致害行为对他人承担侵权责任？
如果被监护人要就其实施的致害行为对他人承担侵权责任，他们是否要和监护人一起对他人承担侵权
责任？
对于这些问题，两大法系国家和我国的法律并不完全相同。
　　一、法国侵权法关于监护人、被监护人侵权责任的规定　　在法国，1804年《法国民法典》
第1384.（4）条对父母就其未成年子女实施的侵害行为对他人承担的侵权责任做出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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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介绍了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及其父母的侵权责任，主要包括英美法系国家尤其是美国侵权法
上的未成年人的过错侵权责任、精神病人的过错侵权责任、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承担的过错侵权责任，并对有关侵权责任人的侵权行为进行了阐析。
    本书内容有助于我国立法机关、司法人员及法学界人士了解两大法系国家侵权法中关于未成年人、
精神病人及其父母与监护人侵权责任的最新发展趋势，值得关注。
    本书适合民商法学界的专家、学者、法官、律师及高等院校法学专业的师生阅读，对未成年人、精
神病人的父母与监护人也有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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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民安，男，湖北黄冈市人。
1994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2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博
士学位。
现为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精通英文，熟悉法文；先后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
、《民商法论丛》、《中外法学》、《当代法学》、《法学评论》、《法制与社会发展》、《现代法
学》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90多篇；出版专著《现代英美董事法律地位研究》、《公司法上的利益平
衡》、《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现代法国侵权责任制度研究》、《公司法的现代化》、《商法
总则制度研究》以及《侵权法上的作为义务》；主编出版了“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民商法系列教材（1
）”、“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民商法系列教材（2）”和“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民商法系列教材（3）”；
主编系列出版物《民商法学家》、《侵权法报告》和《21世纪民商法文丛》，其中《民商法学家》已
出版了6卷，《侵权法报告》已出版了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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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Thomas M.Cooley是密歇根州最高法院的法官，他以勤勉细致的研究和准确出色的判决而闻名遐迩
。
他的侵权法学专著享有极高的影响力，并且刊印了好几个版本。
Cooley在其第一版的专著中指出，未成年人、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规则以及他们的侵权责任规则有
着天壤之别，并且论证了这种差别的正当性。
首先，刑法的目的是惩罚行为人为了邪恶意图（evil intent）所犯的错误，由于未成年人、智力低下者
（idiot）与精神障碍者没有能力形成邪恶意图，因此我们不能惩罚这些人。
Cooley认为：“如果当事人没有能力形成邪恶的意图。
法律却依然惩罚他的错误，那不过是暴政而已，而不能有效约束受罚主体的行为；对于其他人而言，
那也不过是不当的判例，丝毫起不到警告的作用。
因此，我们的法律绝不能如此，并且应当小心谨慎地抵制这种倾向。
”另一方面，民事侵权责任制度的目的却不是为了惩罚那些为着邪恶意图而实施行为的人，而是为了
补偿受害者受到的不当损害，即“对权利的侵害，对当事人造成的损害。
它体现为行为人造成的伤害，一般与行为人或其代理人的目的、精神能力或生理能力无关。
”可见，未成年人、精神障碍者的侵权责任制度与他们的刑事责任制度迥然不同，传统的侵权法律规
则的意义恰恰体现在此。
Cooley指出：“法律总是要求精神障碍者及其他能力缺陷者为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并
且赋予受害者以各种一般性的救济措施。
”不仅如此，Cooley还进一步指出：“一般规则要求未成年人如其他人一般，为自己的侵权行为承担
法律责任。
”当然，对于某些以“恶意”为要件的不当侵权行为而言，如口头诽谤，精神障碍者与未成年人由于
没有能力形成恶意（malice），因此无需承担民事责任。
同理，过失行为的定义也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过失侵权责任的认定：“当未成年人（需要为过失侵权行
为）承担法律责任时，未成年人的实际成熟程度与能力大小就显得非常重要，它们不仅关系到未成年
人过失的认定，而且还能引导法官审查原告在具体交易中是否存在过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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