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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我国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界定并不统一$ 但是对于见义勇为行为是%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的行为&&学界已经形成统一的观点$这样的界定致使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因救助行为而引发的法律纠纷没有法

律依据可循$在国家提倡助人为乐和见义勇为的同时"社会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见危不救&的事件"这些现象反映

出目前我国法律制度中还存在亟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 而仅仅对救助行为进行道德上的赞扬是不够的"关键要在

法律中规定对救助者合法权益进行保障的内容$因此"提出救助者的概念"旨在寻求现有法律体系中适用救助者权

益保护的条款"弥补现有法律制度中对救助者权益保护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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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见危不救事件时有发生#如$小悦悦事件%

EDF

#

其中不乏受害人未能得到及时救助而死亡的情况& 在

以往发生的案例中#救助者施救后往往反遭诬陷#陷入

法律纠纷# 如 $彭宇案%

E!F

'$许云鹤案%

E%F

'$吴俊东案%

E&F

等& 当他人发生危险或困难时#多数人选择不救助#或

者在找到他人作证的情况下才实施救助EGF

&大部分救助

者害怕施救后反遭被救助者诬陷# 承担莫须有的法律

责任&

对于是否把对见危不救者的惩罚机制纳入法律规

制的范围内#法学界早有学者做了研究EHIJF

#希望对于见

危不救行为进行立法甚至入刑# 运用法律的惩戒作用

引导公民的行为& 但是如果能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寻

求构建保护救助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 以法律的保

护和奖励作用引导公民的行为# 使公民在他人遭遇危

险或困难时愿意救助他人# 则较之惩戒更能激发人们

行为的自觉性&

救人于危险和困难的行为可以概括成救助行为&

救助行为是救助者在保障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自愿实施

的行为& 这种行为引发的纠纷多为在救助者实施帮助

行为后#被救者反称救助者是加害人#导致救助者人格

和名誉受损#甚至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种尴尬的情

形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不无关系# 因为我国立法中尚

缺少针对救助者实施救助行为的免责条款&因此#在我

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迫切需要制定类似英美法

系$好撒玛利亚人法!K((= /,L,*07,+ M,N"%

!性质的保

护救助行为的法律#完善对救助者权益的保护&

一$救助者权益保护研究的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于救助者权益保护的研究比较成熟和

全面#救助者被称为$好撒玛利亚人%

"

& 对于救助者权

益保护的研究#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L56 O@ P,75-0..5

编的(Q25 K((= /,L,*07,+ ,+= M,N)

E$RF

& 在该著作中#许

多学者广泛地探讨了世界各国的好撒玛利亚人法& 主

要内容涉及*关于法国好撒玛利亚人法#法国通过刑民

并举的方式处理好撒玛利人相关法律问题# 包括见危

不救的民事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 好撒玛利亚人

的责任豁免'无因管理'损害赔偿责任'$帮助处在危险

%&



中的人!的债务承担等 !""#

"关于德国好撒玛利亚人法#

包括立法的历史$ 相关的民事法律制度与刑事法律制

度%如无因管理制度$民事损害赔偿$不予救助罪等民

法或刑法问题!"$#等等&

在美国%为救助行为订立的法律称为'好撒玛利亚

人法()%&&' ()*)+,-). /)0*% 为惩治见死不救行为订

立的法律称为 '坏撒玛利亚人法 ( )1)' ()*)+,-).

/)0*%美国大部分州都制订了这类法律&相关研究主要

涉及各州好撒玛利亚人法的合宪性 !"2#

$好撒玛利亚人

法与道德的关系!"3#

%好撒玛利亚人法与美国宪法$法律%

以及现有政治制度框架的相容性 !"4#

%坏撒玛利亚人的

正当性!"5#等内容& 以上国外研究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救

助者权益保护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思路和大量的信息&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数据

平台上%以正文搜索'危难救助(为关键词%查阅与救助

者权益相关的文献%共计 642篇!

&经过研读和梳理%其

中 7篇文献对研究构建救助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有

着很大的帮助&

+危难救助的仁爱思想基础,

!89#一文指出%助人为

乐$ 危难救助和见义勇为等行为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中仁爱思想的体现& 文章梳理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中的仁爱思想%研究了仁爱思想在现代的沿袭和发展%

为法律构建救助者权益保护制度提出了伦理基础&

+紧急救助论---见义勇为立法的民法法理依据,

!"7#

%

文章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了重新定义% 扩大了见义勇

为行为的外延%其中包括了救助行为&+法律论域下'见

义勇为(概念的厘立,

!":#

%文章分析了在我国立法中%在

民法法域和行政法法域两个法域中% 对见义勇为行为

界定不统一的情况%辨析了见义勇为概念的要素%提出

了见义勇为概念的界定& 两篇文献为解析救助者和救

助行为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救助行为人请求权探析,

!6;#

% 文章对救助行为进

行分析%'将救助行为划分为两大类别% 即因事实因素

导致的危险救助和因行为因素导致的危险救助(

!$;#

%针

对不同的救助行为规定了救助人享有请求权的依据以

及行使请求权的方法& 这篇文献为研究救助者的权利

提供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

+美国无救助义务规则的修正,

!$8#

% 文章介绍了美

国传统侵权法中侵权过失责任---无救助义务规则的

改良%分析了一般救助义务的理论基础$构成要件及

法律责任& +对己无害危难救助义务法律化探析,%文

章定义了危难救助的概念%特别分析了危难救助行为

与见义勇为行为的区别& 在解析了国外关于危难救助

的规定后%对危难救助义务入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这

两篇文献为研究救助者的义务提供了研究思路和研究

方向&

+危难救助者法律救济研究,

!$$#一文研究了危难救

助者的法律救济问题%对受损时的民事损害求偿$致他

人损害时的民事责任豁免$ 国家补偿和奖励以及社会

保障等方面做了详细地论述"+论助人为乐行为的法律

评价,

!$2#一文对互助行为进行定义%阐述了法律对互助

行为的评价%分析论述了互助行为的侵权损害责任&这

两篇文献为研究救助行为的法律责任以及民事损害赔

偿等方面的内容提供了研究的方向&

二#救助者权益保护研究现状的分析

!一"国外已形成成熟的法律体系

英美法系国家以美国为例%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

第一个针对救助者及救助行为制定规则的地区% 目前

美国各州都制定了保护救助行为的法律---好撒玛利

亚人法&该法详细规定了救助者的范围$救助行为的性

质$救助者的权利和义务和救助行为的免责条件&其核

心内容都是规定无法律义务的救助者% 在他人遭遇紧

急而危险的情况下%实施无偿救助行为时%如果给被救

者造成民事损害的%可以免除赔偿责任&如'美国+8:55

年好撒玛利亚人法, 规定对好撒玛利亚人在实施救助

过程中因疏忽而对被救助人或第三人造成损害的侵权

责任予以豁免(

!$3#

& 英美法系国家针对救助者实施的救

助行为主要给予免除其救助过失的消极保护&

大陆法系国家针对见危不救的行为% 多数在法律

中规定了救助义务& 如果不履行救助义务将要承担民

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如+法国新刑法,规定.'任何人

故意不采取或故意不唤起能够抗击危及人们安全之灾

难的措施% 且该措施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仍

予不行为者%处 $年监禁并科 2<;;;欧元罚金& (

!64#对于

救助者在救助过程中遭遇的本人法律权益的损害%通

常都是通过民事法律制度中的无因管理制度进行处理

的& 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 大陆法系的国家针对救助

者% 给予了实施救助行为造成自身损害时权利诉求的

积极保护&

!二"国内救助者权益保护的研究刚刚起步

目前学界对于救助行为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相关

文献中% 明确以救助者或救助行为为研究对象的文章

多在 6;8;年以后& 从以往的文献来看%对于此类行为

的研究多数集中在对于见义勇为行为的研究上& 鉴于

我国对见义勇为行为的概念尚未有统一明确的界定%

不能把救助行为简单纳入见义勇为行为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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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以上资料的整理!研读和分析"可以看出法

学界对救助者和救助行为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征#第

一!研究见义勇为行为的多"研究救人于危险或困难的

救助行为的少$ 虽然救助行为在生活中被媒体多番讨

论"群众参与研究的热情高涨"但是在法学研究中意识

到其重要性"并且进行课题研究的学者很少%第二!研

究救助行为的相关学者多是从救助者的法律救济制度

方面进行研究" 即研究人身权和财产权损害时的物质

赔偿问题" 而很少研究当事人的人格和尊严受损应当

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第三"对于救助者权益保护

的研究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论证" 无法提出行之有效

的完善措施$

我国对救助者权益的保护并没有在国家层面进行

专门立法$在现行法律中"针对救助行为的调整主要包

括民法中的无因管理制度"社会法上的工伤保险制度&

医疗保险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等"#$%

$ 目前地方性专门

立法工作才刚刚起步"深圳地区已经出台了'深圳经济

特区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

三!救助者权益保护研究的建议

现阶段" 我国对于保护公民救助行为的法律规定

并不完善"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律框架"对于救助者合

法权益的保护主要体现在 '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

等法律中+ 其中'民法通则*第 &'条!第 ()&条等对救

助者与受益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确认" 明确了救助者

和受益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确定了救助者针对受

益人的补偿请求权+ '侵权责任法*第 *'条进一步明确

了救助者因侵权行为遭到利益损害的" 受益人应承担

损害补偿责任+

由于现有法律体系中存在着立法空白! 立法矛盾

和立法漏洞等情况" 导致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救助行为

无法通过法律进行有效的调整+ 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

多种问题"例如界定救助者概念的问题%界定救助行为

的概念"其构成要件的问题%区分救助行为与见义勇为

行为的问题以及构建完整的法律制度对救助者进行调

整的问题等" 致使救助者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全面有效

地保护+因此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成熟经验"对于救助

者权益保护进行全国性立法"制定一部专门的'救助者

权益保护法*+

(+立法框架

'救助者权益保护法*可以分为总则!分则和附则

三部分+ 在总则部分"明确立法宗旨"具体规定该法律

制定的依据!目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等内容+在分则

部分"规定救助者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在附则部

分"明确'救助者权益保护法*实施细则的制定机关!生

效时间!准予援用的法律或法规等内容+

*,基本内容

(()规定救助者的概念"规定救助行为的具体类型

和范围%(*)规定救助者的权利和义务%(')规定救助者

的法律责任%(-)规定救助行为的免责原则%(.)规定救

助者的损害赔偿责任和损害补偿责任%($)规定对诬告

者的问责制度%(/)规定证人奖励制度+

注释0

!1223 45657895: ;5<!好撒玛利亚人法"#有人极好地把

这种法的名称意译为$行善人=保护>法%& 薛波主编#'元照英

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年&

"$好撒玛利亚人%)该法律术语来源于'圣经(中耶稣所

做的好撒马利亚人的著名比喻#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

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 他们剥去其衣裳#把他打个半死#丢

下他走了&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

过去了& 又有一个利末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

过去了& 惟有一个撒马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

慈心& 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

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第二天他拿出二钱银子=相当

于当时一个工人两天的工钱>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

此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基督教三

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旧新约全书(#(&AA年&

#数据来源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

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时间截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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