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实生活中，民事利益多种多样，但

并非所有民事利益都受到法律保护。基于

法律供给的有限性和保护的成本，法律只

保护重要且成熟的民事利益。有些利益有

违社会整体价值，法律不予保护，比如赌

债；有些利益与法律无关，法律不加干

预，比如恋爱关系中的利益。法律保护的

民 事 利 益 ， 一 是 民 事 权 利 ， 一 为 民 事

法益。

民事权利是定型化、类型化、确定化

的民事利益。一种民事利益成为民事权

利，直观标识是法律以权利的形式将其规

定在民事法律之中，比如民法典第 110

条所规定的自然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

权、姓名权等人格权利。内在原因则是这

种民事利益反映了社会正面价值且足够重

要，有以法律和国家权力明确保护的必

要。民事权利有明确的内涵，法律为了保

障权利的实现，往往赋予权利人一定的权

能。比如，所有权人对所有物享有占有、

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

民事法益是指民事权利之外受法律保

护的民事利益。社会生活中民事利益包罗

万象，即使有保护的必要，也不可能都转

化为法定权利。法律只赋予一些主要的民

事利益以“权利”地位，对于未规定为权

利的合法利益则仅给予笼统的概括性保

护。这些受到法律概括性保护的民事利益

就是民事法益。民事利益要跻身民事法

益，首先必须合法。如果对非法利益进行

救济，则可能使其通过法律救济实现合法

化效果。比如，如果对色情场所被人打砸

而关门所损失的营业利益给以保护，则会

产生其等同于营业获利的效果。其次必须

具有价值，有进行保护的必要；如果涉及

生活资源，还须具有稀缺性。如果不具有

稀缺性，人们予取予求，则法律无须加以

干预。比如，空气尽管重要，但法律并没

有规定一个叫空气呼吸权的权利。

民事权利和民事法益尽管都受到法律

保护，但法律的保护方式并不一样。由于

民事权利所涉利益极其重要且相对成熟，

所以法律采取多种方式对其进行保护。权

利具有权能、与义务相对应，权利人可以

要求义务人为或者不为某种行为。法益则

不然，法律很少对民事法益进行正面保

护，民事法益的享有者通常不能主动要求

他人为或不为某种行为。打个不恰当的例

子，权利和法益就像电视剧 《还珠格格》

中的皇后娘娘和乾隆皇帝的民间佳偶夏雨

荷，尽管都是乾隆这个“王的女人”，但

皇后娘娘有明确的待遇，年利和日用供给

等都有明确规定，出行有仪仗；夏雨荷尽管

事实上也受到一些官府的优待，却没有名

分，更不要说享受明确的待遇。因此，法律

对于民事权利的保护是强保护，而对于民

事法益的保护则是较低层次的弱保护。

在比较法上，对于民事权益的保护有

两种模式。一种是一体保护，以 《法国民

法典》 为代表；一种是区分保护，以 《德

国民法典》 为代表。两种模式各有优劣。

一体保护的优势是保护范围宽泛，能够为

受害者提供最宽泛的保护，劣势是责任风

险难以控制。由于民事法益没有明确的外

观，行为人很难注意到其存在，如果一概

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有可能使其动辄得

咎。比如，若交通事故责任方除赔偿被撞

豁嘴的人人身损害之外，还要赔偿其爱人

亲吻利益、亲属正常交流利益的损失，那

么一个微不足道的过失就可能使行为人产

生倾家荡产的后果，必然打击人们进行民

事行为的积极性，影响效率。区分保护模

式区别民事权利和民事法益，实施差异化

保护。对民事权利实施严格保护，对于民

事法益，则仅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予以保护。对于控制行为人的责任风险，

鼓励民事行为具有积极意义，但保护的范

围过于狭窄，不利于保护受害人。比如，

在前述交通事故案件中，如果只赔偿人身

权遭受侵害的人的损害，则因受害人嘴被

撞豁而亲吻利益受损的配偶就不能获得赔

偿。因此在实践中，两种模式相互借鉴。

在一体保护模式下，往往通过对于保护的

民事法益附加限制性条件，一定程度上实

现区分保护；在区分保护模式下，则通过

种种特殊规定不断增加受保护的民事法益

类型，尽可能扩大受害人保护范围。

为最大程度保护受害人，我国民法典

采取了权益一体保护的模式。民法典第

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

事 权 益 造 成 损 害 的 ， 应 当 承 担 侵 权 责

任”。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为平衡行

为人与受害人的利益，在衡量是否对于某

种民事法益进行保护时，往往通过考察行

为人是否存在主观故意、有无违背公序良

俗的违法性等，来减轻行为人对于责任泛

滥的顾虑，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民事权利

和民事法益的差异化保护。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财经大

学法学院院长）

法律对于民事权利与民事法益的区分保护
鲁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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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江西，如果用颜色来标记的

话，一定是红色，这是江西最鲜明的

底色。“南昌”“瑞金”“井冈山”等

地名已深深刻进了国人的脑中、心

中。“崇山峻岭，荆棘丛生，毛竹密

布，头裹布巾的江西老表，身着补丁

衣，脚着草编鞋，踩着石板路，挑着

担子去给红军送粮……”这是新中国

成立前江西老表们的集体画像。日

前，记者跟随司法部、农业农村部组

织 开 展 的 “2024 年 法 治 乡 村 基 层

行”主题宣传活动来到江西南昌、抚

州、吉安、赣州等地，去看看今日

“巍巍井冈，浩渺鄱阳”的新貌，去

看看如今江西老表们可好？

德治为先：红色法治文化浸润人心

现 在 说 起 “ 男 女 平 等 婚 姻 自

由”是再平常不过的话，可 20 世纪

30 年代的江西农村就有这样的法治

思想就很不一般了。乐安县湖坪乡的

乐安县红军标语博物馆里，斑驳得有

些发黑的墙壁上，从右至左写着“男

女平等 婚姻自由 公买公卖 反对

老公打老婆 男女老幼同等”的字

样，这些标语是当年红军留下的。

红色法治文化是江西省的宝贵资

源，近年来，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中，

挖掘、整理、保护、利用红色法治文

化，强化立法和普法，建立法治文化

阵地，让红色法治文化立起来、活起

来、靓起来，让红色法治文化浸润村

民心灵，内化成日常行为规范，正是

江西乡村治理的新举措。

乐安县湖坪古村的家风家训文化

馆里，王春元老人正在给一群小朋

友们讲家风家训的故事，馆里既有

村史、宗祠史介绍，还有古建筑风

格说明，也贴有乡村传统习俗活动

的照片。据介绍，张贴在墙上的王

氏 族 规 ， 是 几 百 年 前 沿 袭 下 来 的 ，

族规除提倡尊老、爱幼、孝顺父母

等传统思想外，“忘私怨、禁私宰、

戒赌博、戒争讼”等现代和谐社会

的法治理念让人惊诧，“救女婴”更

是 与 彼 时重男轻女封建社会的思想

格格不入……

乐安流坑村，被誉为“千古第一

村”，已有 1000 多年历史。流坑为董

姓家族血缘村落，尊西汉大儒董仲舒

为始祖。流坑古村的崇德尚法馆于今

年 4 月对外开放，成为江西省又一处

法治文化“打卡地”。进门处的村史

起 源 里 写 道 ，“ 流 坑 董 氏 先 祖 董 仲

舒，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奉行以德

治 为 主 ， 法 治 为 辅 的 基 本 治 国 原

则”。几位游客在此驻足，细细品味。

井冈山市葛田乡古田村毗邻茅坪

八角楼、会师广场等旧居旧址。村里

充分利用这一优越地理位置，在村里

打造了红色研旅基地，建有尊法宣誓

广场、村史馆、红色大讲堂、24 小

时无人值守的公卖处商店，大多数村

民的家就是研旅团学员们的军营驻

地，上下铺、豆腐块床被、军用水

壶、怀旧搪瓷水杯……村民在钱包鼓

起的同时，也与研旅团学员们一起接

受着红色文化洗礼。

江西各地充分利用红色资源，或

建村史馆、家训家风馆，或建博物

馆，将红色文化全方位、多维度融入

乡村治理中，无论中心城区街头，还

是乡镇村委，抑或村民房前屋后的墙

上，法治标语、重要法律条款随处可

见，村居法律顾问、法律明白人、人

民调解员等信息均张贴在村里显著位

置，“送戏下乡，送法下乡”活动、

法律讲座时常举办，群众“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

矛盾靠法”的意识日渐提高。

自治为基：民事民办、民事民治

江西古村落较多，往往都是单姓

聚居一村。古村落村民氏族观念根深

蒂固，社情较复杂，矛盾纠纷也比较

多，而依靠“法律明白人”的同时，

再组建一支纠纷调解队伍，就成了调

解矛盾的关键。

大湖坪古村包含 4 个村委会，共

有 2000 多户 1.1 万余人，村民以王姓

居多。在历年调处矛盾纠纷的过程

中，大湖坪古村会经常邀请村内的老

党员、老干部、老教师等有威望的人

士前往，他们素质较高，人生阅历丰

富，德高望重，熟悉村情民情，村民

信得过、听得进，他们参与的矛盾纠

纷案件成功率高，后遗症少。2013

年初，大湖坪乡党委、政府在湖坪古

村积极推行“三老”理事会管理模

式。之后，“三老”理事会成员就在

国家法律法规的框架下，按照“民事

民办、民事民治”的原则开展工作，

在村民中倡导以德为先、以和为贵、

自律自强、互信互助的文明新风。

理事会自成立以来，先后参与调

解各类矛盾纠纷 700 余件，调解成功

率 98%，调解协议履行率 100%，基

本实现了“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

村、矛盾不上交”。

邵 溪 村 位 于 吉 安 市 遂 川 县 城 东

郊，该村于 2019 年建立了首个以个

人名字命名的“法律明白人”工作室

——老罗工作室。

老罗名叫罗圣柳，79 岁，个子

不高，声音却铿锵有力，“人虽然老

了，但身体还好，脑子还清晰，还能

做点事”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说起纠纷调解，老罗在这一片颇

有名气，大家称他“闲事婆”“和事

佬”，他虽然没有法律职业资格证，

却因对法律很是痴迷，大家给他取了

个“土律师”的绰号。

2023 年 老 罗 工 作 室 调 解 成 功 一

起法院判决生效近一年、却迟迟无法

执行的案件。

2022 年 4 月，梁军 （化名） 骑着

摩托车将骑着电动车的康玲 （化名）

撞伤，导致康玲左肩胛骨骨折，经鉴

定为十级伤残。12 月，法院判决梁

军赔偿康玲 12.6 万多元。可是直到

2023 年 10 月，一分钱也没拿到的康

玲无奈之下向老罗工作室求助。

了解事情经过后，10 月 9 日，在

老罗、邵溪村党支部书记吕红伟、园

岭村党支部书记罗河生及镇纪委书记

郭鹏等人的参与下，对梁军、康玲进

行调解。63 岁的梁军对法院判决并

无异议，但因家庭经济实在困难，说

出类似“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

话。康玲则哭诉，十级伤残给自己带

来终身伤害，这点钱其实连医药费都

不够，更是拒绝让步。调解还没开

始，就陷入僵局。老罗他们耐心说

服，向梁军做释法说明工作，不履行

判决会被拘留，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

任等等，同时，也向康玲说明梁军家

的 实 际 情 况 。 经 过 3 个 多 小 时 的 努

力，最终双方达成 6.8 万元赔偿款的

意 向 ， 并 于 第 二 天 签 下 了 调 解 协

议书。

该案执行法官非常感谢老罗工作

室帮他们啃掉这块硬骨头，后因康玲

的医药费用较高，县法院又为她申请

到了 1.5 万元的司法救济款。

在江西，像老罗这样的人民调解

员还有很多。人民调解员是基层群众

自治组织的重要一员，他们是群众身

边的“青天”，群众遇到一点事都愿

意找他们倾诉，请他们帮忙，慢慢

地，群众心里也有了“法”：这是法

律，也是解决当下问题的方法，还是

未来解决纠纷的参照法。

法治为本：持正道公平之法

乡村治理要推进“三治融合”，即

德治为先，自治为基，法治为本，而法

治是德治和自治的前提和核心。邻里

之间有点纠纷在所难免，有些可以靠

亲情感化、靠宽容和解，但前提一定是

在法律框架内开展调解工作。

今年 4 月，赣州市于都县成功调

解一起命案导致的纠纷，从而避免了

可能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2024 年 3 月 19 日 ， 岭 背 镇 一 男

子谢某在自家鱼塘钓鱼时不慎碰触高

压线身亡。公安机关很快到达现场，

尸表检验证明谢某符合被高压电击后

掉入鱼塘溺水而亡。谢某的鱼竿长

5.5 米，而高压线距离他钓鱼位置也

是 5.5 米。这样的事情搁以前，谢某

家人只会自认倒霉，打碎牙齿往肚子

里咽，但现在不同，谢家人向国网于

都县供电分公司提出了高达 245 万元

的赔偿要求，理由是谢某死亡与高压

线路有关。

据 了 解 ， 谢 某 是 家 中 的 顶 梁

柱 ， 三 个 孩 子 ， 最 大 的 6 岁 ， 最 小

的 3 岁 。 谢 某 母 亲 因 癌 症 去 世 ， 父

亲 患 有 风 湿 病 。 该 村 人 大 多 都 姓

谢，谢某遭遇不测，家族人坐不住

了，去供电公司闹事，纠纷不可避

免。双方为此向于都县人民调解委

员会申请调解。

第一次调解，因情绪不稳，双方

分歧太大，不欢而散。

于都县矛盾纠纷调解中心首席调

解员胡幼平告诉记者，为了第二次的

调解，中心召开了一次有法官、检察

官、律师、供电公司工作人员等参加

的专家研办会，并到出事现场实地勘

察。研办会上，大家依照法律规定并

结合当地生活水准，严格按照公式计

算出谢某死亡赔偿金包括丧葬费、交

通补助费、误工费、精神抚慰金、被

扶 养 人 的 生 活 费 等 5 项 ， 共 计

176.6023 万元。

此 次 事 故 的 责 任 方 为 鱼 塘 管 理

者、钓鱼者和供电公司。关于责任占

比，一方面，谢某既是钓鱼者也是鱼

塘管理者，同时作为具有民事行为能

力的成年人，明知垂钓位置上方有高

压线，存在安全隐患，仍在此位置钓

鱼，对该事故负主要责任。另一方

面，我国电力行业标准 《10kV 及以

下 架 空 配 电 线 路 设 计 技 术 规 程》

（DL／T5220- 2021 版） 规 定 ， 无 人

居 住 区 的 高 压 线 距 离 地 面 可 为 5.5

米，该鱼塘原为荒地，近几年，随

着居住范围扩大，这里也有村民居

住。供电公司应该迁移并抬高电线

杆 ， 同 时 告 知 村 民 有 高 压 电 线 等 ，

但供电公司未能尽到告知义务，存

在过错，当承担次要责任。责任比

例划分上，供电公司没尽到告知义

务 承 担 10%， 应 迁 移 及 抬 高 电 线 杆

承 担 15% ， 精 神 赔 偿 5% ， 综 合 下

来 ， 研办会专家认为，供电公司承

担 30% 的 责 任 即 51 万 元 左 右 较 为

合理。

研办会之后，中心于 4 月 1 日组

织召开第二次调解会议。谢姓族人共

20 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调解员们

搬出法律条款，详细解释赔偿金的计

算方法及责任划分原则。双方听后虽

有所退让，但分歧依然不小。最后，

谢家族人将谢某妻儿丢在调解中心，

拂袖而去。

2 天后，双方第三次来到调解中

心，村里又来了几十人。调解从上午

9 点持续到晚上 11 点多，供电公司只

认可 15%的责任，谢家族人则是少了

65 万元没得谈。第三次调解又以失

败告终。

后 来 ， 调 解 员 了 解 到 ， 谢 某 有

位德高望重的堂兄在这件事上起到

关键作用，就给他打去电话，将该

事件相关的法律问题跟他沟通了一

个多小时，希望他出面协调下。与

此同时，调解员们又来到供电公司

继续劝说。终于，双方各自退让一

步，达成了 47 万元的赔偿意向，并

于 5 月 14 日签下了调解协议书。5 月

16 日，于都县人民法院出具了民事

裁定书。

乡 村 治 理 是 国 家 治 理 的 基 石 。

2017 年 12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健全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系 ， 是 实 现 乡 村 善 治 的 有 效 途

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坚

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

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全面推进

“三治融合”，是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

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乡村振兴

战略中“治理有效”目标的必经之

路。江西省探索出的“红色文化+社

会治理”机制，从“秉息事宁人之

旨，持正道公平之法”的司法初心，

从传承红色法治基因到转化为良法善

治，江西正在逐步构建具有革命老区

特色的“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新体

系、新图景！

“三治融合”绘就基层治理新篇章
——江西省法治乡村建设扫描

文图/本报记者 徐艳红

9 月 伊 始 ， 一 部 《凡 人 歌》 登 录 央

视。剧中展现三对夫妻关系：中年夫妻那

伟和沈琳；新婚夫妻沈磊和谢美蓝；未

婚夫妻那隽和李晓悦。本期从法律的角

度，说说剧中的那些婚姻中的金钱关系。

天降债务要还，夫妻共同债务
如何认定？

剧情：老板为掩人耳目，借用那伟身

份证给出轨对象注册公司。直到供货商赵

鹏举追债上门，那伟才知道自己成了法定

代表人。为了不得罪老板、不丢工作，那

伟权衡之后决定自掏腰包负担这笔天降的

80 万元债务，并因此与妻子沈琳爆发了

激烈冲突。

法官说法：公司作为一种法人形式，

客观上必须由自然人代为参与经济或社会

事务，而法定代表人就是依照法律或者公

司章程产生并代表公司、以公司名义从事

民事活动的主体。

公司与法定代表人的民事责任如何划

分？从公司方来说，民法典第 57 条和第

60 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

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

立承担民事责任。从法定代表人这方来

说，民法典第 61 条第 2 款规定，法定代表

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

果由法人承受。可见，法定代表人在法律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以公司名义

从事的民事活动，法律后果应由公司以其

全部财产为限独立承担，并不当然波及法

定代表人财产。因此，那伟仅被借名注册

公司，并未从事不当职务行为，且供货商

赵鹏举所主张的债务系公司正常经营所产

生，从法律角度讲，这笔债务应由公司独

立承担，而非那伟。

此外那伟出于维护和老板的关系，要

承担的这笔债务跟沈琳有没有关系呢？民

法典第 1064 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

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

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

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

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

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

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

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可见，那伟

这笔无中生有的债务根本不属于夫妻共同

债 务 的 范 畴 ， 沈 琳 没 有 责 任 和 他 一 同

负担。

父母患病需医治，婚内夫妻共
同财产如何分割？

剧情：和谢美蓝相依为命的母亲不久

前患癌症去世了。当时，沈磊和谢美蓝这对

新婚夫妻虽然掏空家底救治，但沈磊面对价

格高昂的靶向药，过于理性的否决以及不愿

托人找关系的态度，还是在美蓝心里埋下了

一根深深的刺，最终使得两人渐行渐远。

法官说法：夫妻一方至亲患重大疾病

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医疗费用怎

么办？

一般而言，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共有，

需要双方合议后方可处分，只有离婚时才

能进行分割。民法典第 1062 条规定，夫

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处理权。也就是说，

夫妻对全部共同财产应当不分份额地享有

同等的权利，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享有平

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夫

妻一方对共同财产的使用、处分，除另有

约定外，应当在取得对方的同意之后进

行。尤其重大财产问题，未经对方同意，

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处分。

但也有例外，民法典第 1066 条规定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可以请求分

割共同财产的情形，其中就包括一方负有

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

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情况。

可见，当夫妻一方至亲患重大疾病需

要医治时，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

用时，夫妻至亲患病一方可以通过请求婚

内财产分割的方式，析出夫妻共同财产中

属于自己的份额，以解燃眉之急。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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