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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有 10个条文使用了

“相应的责任”。作为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相应的

责任”具有何种含义和性质？对此，理论上存在诸多

解释，特别是对数人侵权责任规范中“相应的责任”

的含义，观点尤为不一。有学者认为，“相应的责任”

是一种新的数人侵权责任形态，具有与传统责任形

态不同的特点①；也有学者认为，“相应的责任”并非

一种新的责任形态，应将其解读为某种传统的数人

侵权责任形态②；还有学者认为，“相应的责任”表达

的并不是某种特定的责任形态，应根据其所处法条

的位置及不同的语境，确定其具体属于何种责任形

态③。理论上存在争议，必然影响到司法裁判难以统

一，导致类似案件出现同案不同判、类案不类判的结

果。因此，从理论上、立法上对“相应的责任”的含义

和性质进行探讨，进而对相关规定作出正确的解读，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相应的责任”及其解读困境之由来考察

科学地界定一个法律概念的含义，有两种基本

方法：一是运用历史法学的方法，探讨该概念产生的

历史缘由，再基于其产生缘由和目的，确定其基本含

义；二是运用法解释学的方法，将该概念与相关概念

及其适用情形进行比较分析，再基于各概念的存在

价值和意义，界定该概念的确切含义。由此，探究

“相应的责任”的真正含义，首先应考察该概念的由

来及其发展沿革。

“相应的责任”作为对法律效果的一种表述，在

我国民事立法中早已有之。我国原《民法通则》第61
条首次使用了“相应的责任”，用以表达民事行为被

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后双方均有过错时应各自承担的

责任；此后，我国原《担保法》、原《合同法》中相继出

【侵权责任】

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

“相应的责任”之责任形态解读

焦艳红

【摘 要】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有10个条文使用了“相应的责任”，这一法律术语的含义在理论上和

实务中存在诸多争议。从发展沿革来看，“相应的责任”最初是一种与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承担方式，后来被我

国《侵权责任法》赋予更丰富的含义，但不能将其解读为一种新的共同责任形态。既不能将我国《民法典》侵权

责任编中“相应的责任”统一解读为某种既有的责任形态，也不能将某个具体条款中“相应的责任”固化为某种

单一责任形态。基于相关条款涵摄案型的复杂性和“相应的责任”作为特定法律概念的转致性，为避免不必要

的解释论分歧，应当对“相应的责任”所涉条款进行系统性的解读，进而对“相应的责任”作动态的、多元化解

读。解读规则是：确定“相应的责任”对应的是单独侵权还是数人侵权，在单独侵权的情形下按照混合过错规

则确定责任大小，在数人侵权的情形下依据所涉条款规范及其法律效果确定责任形态，无具体规定可依时按

照不真正连带责任理论确定责任形态。

【关 键 词】相应的责任；责任形态；按份责任；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

【作者简介】焦艳红，女，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郑州 450001)。
【原文出处】《中州学刊》（郑州）,2022.6.36～43

·· 71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民商法学 2022.10
CIVIL AND COMMERCIAL LAW

现了多处“相应的责任”。原《担保法》中“相应的责

任”并未超出原《民法通则》中“相应的责任”所规范

的对象和范围，仅表明担保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无

效的情况下债务人、债权人和担保人均有过错时应

各自承担的责任。原《合同法》中“相应的责任”既表

达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双方均有过错时应各

自承担的责任，又表达双方违约时应各自承担的责

任。可见，在原《侵权责任法》之前，我国立法中“相

应的责任”表达的只是一种民事责任划分、承担方

式。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并不存在争议。

对“相应的责任”的含义产生争议，源于原《侵权

责任法》规定“相应的责任”。该法第 9条第 2款、第

12条、第 35条第 1款、第 49条、第 60条均使用“相应

的责任”表达相应的侵权后果。其中，第35条第1款
规定，接受劳务的一方对提供劳务的一方所受损失

有过错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第60条规定，在患者

不配合治疗等情形下医疗机构有过错的，应承担相

应的责任。这两处“相应的责任”与原《民法通则》中

“相应的责任”具有相同的含义，即侵权人应承担与

自己过错相对应的责任。对此，理论上和实践中并

不存在争议。原《侵权责任法》第12条规范的对象虽

属数人侵权，但规范内容明显属于按份责任，故在理

论上和实务中亦无任何争议。引起争议的是原《侵

权责任法》第 9条第 2款关于被教唆、帮助人的监护

人对受害人承担“相应的责任”的规定以及该法第49
条关于机动车所有人对交通事故受害人承担“相应

的责任”的理解和适用。这两处“相应的责任”具有

共同的特征：均存在于数人侵害他人权利的情形下，

并非单独侵权责任；责任承担均与侵权人的过错相

联系，属过错责任范畴；承担责任者均非直接侵权行

为人，而与另一责任主体相关。由于上述两个法条

规定内容的特殊性，原《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以来，

学界对其中“相应的责任”一直存在两方面争议。在

责任形态上，对其中第 9条第 2款规定的“相应的责

任”，有不真正连带责任④、单向连带责任⑤、按份责

任⑥、补充责任⑦等观点；对其中第49条规定的“相应

的赔偿责任”，有不真正连带责任⑧、补充责任⑨、按份

责任⑩、单向连带责任等认识。在解读方法上，有学

者试图对这两个条文中“相应的责任”之责任形态进

行统一的解读；也有学者试图根据各条文所规范的

具体情形，对“相应的责任”之责任形态作出不同的

解读；还有学者对同一条文中“相应的责任”之责任

形态，依据不同的情形作出两种以上的解读。

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上述方面尚未形成共识的

情况下，我国《民法典》将与“相应的责任”直接相关

的条文增加至18个。其中，值得研究的条款仍然集

中在侵权责任领域。我国《民法典》总则编、合同编、

物权编有8个“相应的责任”条款均与数人侵权责任

无关，其含义比较容易确定；侵权责任编有10个“相

应的责任”条款，其中第1172条属于法律明确规定

的按份责任，第 1192条第 2款和第 1224条并不属于

数人侵权的范畴，因而在理论解读和司法裁判中亦

无争议。存在争议的主要是《民法典》第1169条第2
款、第 1189条、第 1191条第 2款、第 1193条、第 1209
条、第 1212条、第 1256条中“相应的责任”，其中第

1189条、第 1191条第 2款中“相应的责任”分别是原

有立法中的连带责任、补充责任修改而来。从历史

解释的角度看，这7个特别条款增加了人们理解“相

应的责任”的难度。由此，对《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

“相应的责任”的解读便出现了较大的理论争议与司

法裁判分歧。

“相应的责任”在原《民法通则》中产生以来，含

义、语境和适用范围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原《担保

法》《合同法》虽然扩大了“相应的责任”的适用范围，

但未从根本上改变原《民法通则》中“相应的责任”的

基本含义，仍然是对合同无效、被撤销后或双方违约

时各自根据过错大小或违约情况承担份额责任的一

种描述。此时，“相应的责任”并不具有责任形态的

含义和性质。“相应的责任”被引入原《侵权责任法》

后，所表达的法律效果发生了较大变化，相关条款的

规范内容明显突破了原《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

法》中“相应的责任”的含义、语境和范畴。《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中与“相应的责任”有关的条款数量剧

增，适用情形大致有三种：一是双方存在混合过错时

各自根据其过错大小承担责任；二是数人分别实施

侵权行为时各自根据其过错或原因力大小对受害人

承担责任；三是数人侵权情形下除直接责任人承担

责任外，其他责任主体也应承担责任。第一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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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相应的责任”的法律效果比较清晰，属于民事责

任划分和承担的一种方式，并非一种责任形态；第二

种情形下“相应的责任”的法律效果也比较明确，责

任主体应承担相应的按份责任；第三种情形下“相应

的责任”的法律效果比较复杂，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

界的极大争议，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通过以上对“相应的责任”发展沿革历史的考

察，笔者发现：《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虽然改变了“相

应的责任”所处的语境，扩大了其适用范围，但其作

为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的基本含义并未发生根本变

化。质言之，“相应的责任”仍然是一种根据行为人

的过错或原因力确定责任的一种责任划分方式，并

非一种独立的责任形态。值得研究的主要是《民法

典》侵权责任编规定的第三种情形下“相应的责任”，

其与前两种情形下“相应的责任”的主要区别在于：

后者的含义可以直接体现为根据过错大小承担责

任，前者因处于特殊的数人侵权规范中而应根据数

人侵权的不同情形确定责任人应如何根据过错承担

责任；后者可以根据所处条文的规定予以直接适用，

前者的规范含义须结合所处条款对应的另一个数人

侵权责任条款才能最终确定。本文重点研究前述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7个特别条款中“相应的责任”

的责任形态，对此必须借助于对相关的数人侵权责

任条款的分析。

二、“相应的责任”之含义厘清

科学界定“相应的责任”的含义，既需要从性质

和内容上辨析其与按份责任、连带责任、补充责任、

不真正连带责任等相关概念的区别，也需要从词语

和文义上探析其确切法律内涵。

(一)“相应的责任”并非一种独立的共同责任

形态

“相应的责任”是不是一种独立的共同责任形

态，学界对此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认为，“相应的

赔偿责任”是一种兜底性责任形态描述，对其解读不

能脱离既有责任形态的范围。也有学者将原《侵权

责任法》第9条第2款、第49条中“相应的责任”解释

为一种新的共同责任形态——单向连带责任，认为

“相应的责任”是指有的责任人承担连带责任，有的

责任人承担按份责任。笔者认为，“相应的责任”并

非一种独立的责任形态。因为此类条款虽然为侵权

人承担责任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并未对数个责任人

之间的责任形态进行具体描述，其中“相应的责任”

与按份责任、连带责任、补充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

等共同责任形态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

首先，“相应的责任”所涉条文的立法目的是对

某类责任主体的侵权责任构成进行特别规定，而非

对数个责任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描述。在前述 7
个条文中，承担“相应的责任”的主体并不是造成损

害的直接侵权行为人。在此情形下，该主体是否应

承担责任以及适用何种归责原则，若法律未予规定，

法官就可以根据侵权责任一般条款进行裁判，由此

会因认识分歧而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为了减少

此类现象，《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以特别条款规定了

“相应的责任”。此类条文的内容通常表述为，在直

接侵权人承担责任的情形下，有过错(或未尽到义

务、职责)的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从上下文来

看，有过错与承担“相应的责任”搭配，可以理解为有

关主体承担的是与其过错大小相适应的责任。但

是，因为此类条款中均存在一个直接责任人，所以很

难简单理解为承担与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案涉两个

责任主体如何对受害人各自承担责任，此类条款对

此并未明确。可见，此类条款其实只是相关主体承

担责任的法律依据，或者说只是规定了相关主体承

担侵权责任的全部或部分要件。其中“相应的责任”

并非一种具有确定含义的责任形态，并未清楚地描

述数个责任人之间的关系。与此不同，按份责任、连

带责任、补充责任从文义上即可解读出数个责任人

之间的关系，立法上还对数个责任人的内外部关系

作了明确规定。不真正连带责任虽非立法术语，但

相关法条对被侵权人的请求选择权和责任人之间的

追偿权作了明确规定，清楚地描述了这种责任形态

的内外部关系。如果将“相应的责任”作为一种独立

的责任形态，该概念的重点应当是“相应的”三个字，

但这一修饰语并不能清楚地描述数个责任人的内外

部关系。

其次，不宜将“相应的责任”理解为单向连带责

任。单向连带责任除了概念本身存在争议，其效力

规则也不能恰当处理“相应的责任”相关条款所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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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有学者将连带责任分为相向连带责任和单

向连带责任，但其所谓“单向”仅就内部追偿权而

言，每个责任人对外仍然承担全部责任。这种意义

上的单向连带责任与前文解读“相应的责任”时提及

的单向连带责任的含义完全不同。同一概念的内涵

存在两种以上完全不同的含义，有学者对此表示难

以理解，进而对单向连带责任的概念提出疑问，认为

单向连带责任没有域外法和现行法上的依据，有违

学理解释的基本学术规范。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

承担“相应的责任”的主体的过错程度比较严重时，

其有可能承担全部责任而不是一定份额的责任。因

此，单向连带责任的提法并不妥当。

最后，“相应的责任”可能是一种共同责任，也可

能是一种单独责任。比如，我国《民法典》第1193条
规定的定作人的责任包括两种情形：承揽人造成第

三人损害的情形；承揽人造成自己损害的情形。在

第二种情形下，定作人对承揽人的损害承担责任，其

承担的实际上是单独责任。既然“相应的责任”有可

能是一种共同责任，也有可能是一种单独责任，怎么

能将其解释为一种新的共同责任形态呢？

(二)对“相应的责任”之责任形态不宜作一体化

解读

“相应的责任”作为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如果

是一种共同责任，对其责任形态就应进行一体化解

读，否则违背概念的统一性规则。笔者认为，从规范

体系考察，不宜将“相应的责任”统一解释为同一种

责任形态。

首先，“相应的责任”不可能被统一解释为连带

责任或补充责任。因为这两种责任形态通常被明确

规定在有关条文中，立法者若有将“相应的责任”作

为这两种责任形态之一的意图，完全可以直接在有

关条文中予以规定，无须将原来的连带责任、补充责

任修改为“相应的责任”。

其次，将“相应的责任”统一解释为按份责任或

法定不真正连带责任亦不可行。有学者提出，《民法

典》第1172条中“相应的责任”多被理解为按份责任，

为保持法规范评价上的统一性，应将该法第 1209条
中“相应的责任”也理解为按份责任。若依此种解

读方法进行逻辑推演，所有包含“相应的责任”的条

款都可以统一理解为按份责任。如此理解并不妥

当。《民法典》第1172条中“相应的责任”可以理解为

按份责任的原因在于该条中行为人“各自承担相应

的责任”的表述。“各自”与“连带”相对应，“相应的”

则与“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相对应。《民法典》第 1209
条、第1172条中“相应的责任”的语境不同，不能因使

用相同的表述而统一解释为按份责任。而且，第

1172条规范的是共同因果关系下无意思联络的数人

侵权行为，只有符合该条的构成要件，法律后果才是

按份责任。只有将案件事实与法律要件进行具体比

对，才能确定责任份额。

最后，将“相应的责任”统一理解为不真正连带

责任，也缺乏规范评价上的统一性。《民法典》侵权责

任编中可称为法定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条文，其内容

均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都使用了“可以向……请求赔

偿，也可以向……请求赔偿”的表述；二是都存在终

局责任人，非终局责任人只承担垫付责任，其本身并

无过错且有权向终局责任人追偿。但是，承担“相应

的责任”的行为人本身均具有过错，相关法条的内容

中是否存在终局责任人、谁是终局责任人均具有不

确定性。

(三)不宜将具体条款中“相应的责任”固化为单

一责任形态

在对前述7个条文中“相应的责任”进行解释时，

是否可以将其固化为单一责任形态呢？对此，学界

意见不一。例如，有学者将机动车所有人的“相应的

责任”固化为按份责任；也有学者认为，依据数人侵

权的有关规定，机动车所有人并非没有承担连带责

任的可能。有学者对“相应的责任”之责任形态的

唯一论、非唯一论的各自优势进行分析，认为唯一论

的优势在于提供了比较明确的责任形态，非唯一论

的优势在于有利于法官依据不同的客观情况作出不

同的判断。笔者认为，数人侵权的复杂性是责任形

态多元化的根本原因，因此，不宜将数人侵权中“相

应的责任”固化为某种单一责任形态。随着社会经

济、科技的发展，社会生活中的致害因素增多，为使

受害人权益得到周全保护，立法通常会考虑多方面

的可归责性，让更多与损害发生相关联的当事人为

损害负责。这势必导致多数人侵权的复杂化。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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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形态不能很好地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根据

不同情形进行多元责任形态解读有助于实现公平正

义。例如，在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损害责任分配中，应

当根据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是否明知机动车存在

缺陷的不同事实，作出差别化处理。

(四)“相应的责任”实质上是一个技术性、转致性

法律概念

根据上文分析，“相应的责任”本身不具有确切

含义，既不是一种新的独立的共同责任形态，也不是

一种具体责任形态，甚至在同一条文中也难以固化

解读为同一种共同责任形态。那么，作为《民法典》

中统一使用的一个法律概念，其含义究竟如何？对

此，需要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考察。

有学者认为，《民法典》有关条款中“相应的赔偿

责任”属于立法留白，立法者希冀通过理论研究和实

践发展对尚不能达成共识的法律问题找到解决路

径，进而完善有关条款。笔者认为，从立法技术上

讲，“相应的责任”条款之所以存在，与其说是给理论

与实践发展预留空间，不如说是因多数人侵权的复

杂性而对其无法采用单一的责任形态予以规范。有

关条款中“相应的责任”并非真正的立法留白，况且

对侵权责任的追究在立法上也不允许留白。如果说

有关条款中“相应的责任”是一种立法技术，就只能

从《民法典》编纂的体系化方法上予以理解。也就是

说，“相应的责任”的存在是法律体系化的结果，是立

法归纳和司法演绎的必然要求。

有学者认为，出现在多个数人侵权责任相关条

款中的“相应的责任”，是原《侵权责任法》的一种立

法技术，其实质是立法者对裁判者在数人侵权责任

分担中行使裁量权的立法指引。笔者认为，从某种

意义上讲，“相应的责任”确实是一个技术性、转致性

法律概念，所描述的法律效果是双重的，既包含责任

主体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也包含责任主

体应承担与案件事实和法律关系相适应的共同责

任，只不过后一种法律效果具有不确定性，需要借助

于其他法律规范予以确定。有学者指出：“对法律后

果的确定常常需要将其他法律规定补充进来。只有

这些法律规定(‘基本事实构成’以及‘堆积’其上的

那些补充性的规定)的完整结合才能构成一条可适

用于待处理之案件的完整规范。”也就是说，数人侵

权中“相应的责任”的确定依据，除了其所处条款本

身，还需要寻找其他相关法律规定。“相应的责任”中

的“相应”包含两层意思：责任人应承担与特定数人

侵权相适应的责任；责任人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

的责任。基于第一层意思，《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7
个引起争议的“相应的责任”条款并非完全性法条，

需要与其他相关条款结合，才能构成完整的法律规

范。“相应的责任”条款的内容在法律效果上存在缺

失，与传统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产生原因、责任人内部

法律效果的不确定性相契合。不真正连带责任理论

对追偿权的处理方式有助于解决责任人之间的关系

问题，因而将该理论作为“相应的责任”条款的解读

依据具有可行性。

三、《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相应的责任”之具

体条款解读

通过对“相应的责任”的立法缘由和规范含义进

行考察，笔者认为，《民法典》中“相应的责任”除明确

指向单独责任的以外，在侵权法视域下实际上属于

转致性规范。因此，对《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7个有

争议的“相应的责任”条款进行理论阐释，应当按照

前述解读规则，采用体系化分析方法。

(一)对《民法典》第1193条的解读

《民法典》第 1193条是对定作人与承揽人之间

“相应的责任”的规定。学界对定作人承担“相应的

责任”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将该条的适用范围限

于定作人存在过错的情形，认为此时定作人承担的

是一种自己责任。也有学者认为，如果定作人有过

错而承揽人没有过错，则定作人对第三人承担赔偿

责任；如果定作人有过错且承揽人也有过错，两者应

承担连带责任。笔者认为，从数人侵权责任的角度

对该条进行解读，至少应区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情

形是：定作人对定作、指示和选任具有过错，而承揽

人没有过错。此时定作人应当承担自己责任，这实

际上是一种单独责任。第二种情形是：定作人对定

作、指示和选任具有过错，承揽人也有过错。此时需

进一步区分两种情形：其一，定作人与承揽人的过失

内容相同且对损害可能发生存在沟通，符合共同过

失的构成要件，应依据《民法典》第1168条承担连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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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此时，定作人与承揽人实际上共同参与了承

揽活动，负有共同的损害预防、避免义务。其二，定

作人与承揽人不存在共同过失，其分别实施的侵权

行为结合在一起造成同一损害，应依据《民法典》第

1172条承担按份责任。

(二)对《民法典》第1209条、第1212条的解读

《民法典》第1209条、第1212条是关于责任主体

分离的情形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规定。对于机

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笔者认

为，两者的主观状态不同，不宜对其责任形态作固化

解释，而应考察案件事实能被何种数人侵权责任规

范所涵摄，据此确定责任形态。在机动车租赁、借用

的情形下，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对安全适

驾状况负有相同的注意义务，若明知存在不适驾的

情况，可推定其对致损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具有意思

联络，从而构成共同过失，应依据《民法典》第1168条
的规定共同承担连带责任；若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

并非明知而是因过失而不知道使用人存在不适驾的

情况或者机动车存在缺陷，则其与使用人乃分别实

施侵权行为，应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承担按份责

任。此外，在《民法典》第1212条规范的未经允许驾

驶车辆的情形下，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

可能就不适驾的情况相互明知或者就损害发生的可

能性进行沟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的过错主要表

现为未对机动车妥善保管或管理，其过错行为与机

动车使用人的行为结合在一起导致损害的发生，因

而也应依据《民法典》第 1172 条的规定承担按份

责任。

(三)对《民法典》第1256条的解读

对于《民法典》第1256条规定的公共道路管理人

承担的“相应的责任”，学界有按份责任、连带责

任、补充责任等观点。笔者认为，该条规范的情形

与《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范要件相符，应当依据第

1198条的特别规定使公共道路管理人承担补充责

任。作此理解的主要理由有三方面：第一，该条符合

《民法典》第1198条第2款所规范案型的行为结合形

态和因果关系特征，即堆放、倾倒、遗撒物品的行为

人是实施积极行为的直接侵权人，公共道路管理人

只是没有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不作为间接

侵权人。第二，公共道路管理人可解释为《民法典》

第1198条第2款规定的公共场所管理人。我国法律

并没有对公共场所的范围进行界定，一般认为公共

场所是指人群经常聚集、供公众使用的活动场所，公

共道路作为供公众通行的场所符合通常理解，司法

实践中也有将公共道路管理人视为安全保障义务人

的案例。另外，《民法典》第1254条关于物业服务企

业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彰显了立法对公共场所的扩

张解释。物业服务企业是生活小区的管理者，如果

生活小区可以理解为公共场所，对公共道路作此理

解也未尝不可。第三，让公共道路管理人承担补充

责任，更符合公平正义。从过错和原因力的角度看，

公共道路管理人与堆放、倾倒、遗撒物品行为人的责

任轻重迥然不同，两者承担连带责任不具有合理

性。若让两者承担按份责任，意味着公共道路管理

人最终要承担部分责任。若让公共道路管理人承担

补充责任，则其即便面临承担部分责任的风险，也有

进行追偿的可能性，相应的补充责任没有影响到受

害人的利益，也让始作俑者承担终局责任。显然，让

公共道路管理人承担补充责任，更能实现立法目的。

(四)对《民法典》第1169条第2款的解读

对于未尽监护职责的监护人承担的“相应的责

任”，笔者认为，将其解读为不真正连带责任具有合

理性。从体系上看，此种情形下监护人的责任不宜

解释为典型的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民法典》第

1169条第1款、第2款应是一般规定与特别规定的关

系，前者规定教唆、帮助侵权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后

者规范的是特别情形且对责任承担方式的表述与前

者不同，不宜将其解释为连带责任。在没有特别规

定的情况下，适用补充责任应符合《民法典》第 1198
条第2款的构成要件，但监护人并不是安全保障义务

人，没有适用该条款的可能性，将其承担的责任解释

为补充责任不具有合理性。从立法目的看，此种情

形下监护人的责任不宜解释为按份责任。按份责任

意味着减轻教唆、帮助人的责任。《民法典》第1169条
第2款规定监护人根据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而

不是连带责任，立法本意应是减轻监护人的责任而

非减轻教唆、帮助人的责任。将此种情形下监护人

的责任解释为按份责任，会削弱对受害人的保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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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并不妥当。

从理论基础的成熟度来看，将此种情形下监护

人的责任解释为不真正连带责任比解释为单向连带

责任更具有合理性。因为监护人与教唆人、帮助人

之间并无共同或分别实施侵权行为的可能性，无法

依据数人侵权的法律规定予以解读。鉴于前述单向

连带责任的概念存在歧义以及监护人有承担全部责

任的可能性，按照不真正连带责任理论对此种情形

下“相应的责任”进行解读更具有合理性。其一，《民

法典》第 1169条第 2款的文义符合不真正连带责任

的构成条件。立法规定教唆、帮助人与监护人都应

承担责任，但承担责任的法律原因不同。前者是因

被视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后者则是因未尽到监护

职责，法律未对两者之间的责任关系作出明确规

定。其二，将此种情形下监护人的责任解释为不真

正连带责任，可以更好地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通

常情况下，教唆、帮助人在主观上具有故意，监护人

未尽监护职责在主观上是过失。监护人在极端不负

责任的情况下，如被多次告知有不良或不法行为却

仍对被监护人不加管教，构成重大过失。此时，教

唆、帮助人与监护人之间的主观过错程度差别极小，

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更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在

两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就外部责任关

系而言，实践中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如教唆行为与帮

助行为的差别、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辨识能力的

差别以及监护人主观过错程度的差别，认定不真正

连带责任的范围。就责任主体的内部关系而言，依

据《民法典》第1169条第2款的规定，教唆、帮助人与

监护人之间互有追偿权。至于追偿权是否成立，可

由法官酌情裁量。这符合不真正连带责任内部法律

效果不确定的法理。

(五)对《民法典》第1189条的解读

早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2条就

规定，有过错的监护受托人与监护人应承担连带责

任。《民法典》将此种情形下的连带责任修改为“相应

的责任”后，学界对其产生了理解上的分歧，有连带

责任、按份责任、不真正连带责任等观点。笔者

认为，将其理解为连带责任或按份责任皆不妥当，对

其责任形态应当用不真正连带责任理论进行解读。

从立法目的看，不宜将监护受托人的责任理解为连

带责任。监护受托人基于合同关系承担监护职责，

从法律明确规定监护人应承担侵权责任来看，立法

者并未将受托人定位为监护人，也无意要求其承担

监护人的责任，因而让受托人与监护人就全部损害

承担连带责任并不妥当。《民法典》将受托人的责任

形态从连带责任修改为“相应的责任”，显然有否定

将其作为连带责任之意。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不

宜将受托人的责任理解为按份责任。《民法典》第

1188条第1款规定，被监护人致人损害时，监护人应

承担无过错的替代责任，只在尽到监护职责时才可

以减轻责任。监护人将监护职责委托给他人，并不

能视为已经尽到监护职责。如果将受托人与监护人

之间的责任理解为按份责任，意味着监护人的责任

会因受托人的过错而减轻。这并不符合《民法典》第

1188条第1款的规定。

监护人与受托人之间通常并无共同实施或分别

实施侵权行为的可能性，因而不能依据数人侵权的

一般规定对《民法典》第1189条进行解读。在委托监

护的情况下，监护人基于监护关系承担替代责任，受

托人因未尽约定监护职责而承担过错责任。产生这

两种责任的法律原因不同，这符合不真正连带责任

的产生条件。就外部关系而言，受害人可以请求监

护人承担责任，也可以请求受托人承担责任。就内

部关系而言，由于委托关系的存在，监护人承担责任

后可依照《民法典》第929条的规定，以委托人的身份

向有过错的受托人请求赔偿损失。因为受托人是受

托履行监护职责且承担过错责任，所以不存在受托

人向监护人追偿的可能性。

(六)对《民法典》第1191条第2款的解读

原《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2款将劳务派遣单位

的责任规定为“相应的补充责任”，如此规定虽然含

义明确，但存在致命缺陷，即赋予劳务派遣单位追偿

权并不合理。《民法典》第 1191条第 2款将其修改为

“相应的责任”，由此引发了理解上的分歧。对于该

条款中“相应的责任”，有按份责任、连带责任等观

点。笔者认为，从立法论角度看，将其解读为连带责

任比解读为按份责任更为合理，但在立法没有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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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的责任形态时，应依据不真正连带责任理论对

其进行解读。

在职务侵权的情形下，用人方与用工方通常是

同一单位。在劳务派遣的情况下，劳务派遣单位是

用人单位，负有选任劳务人员的义务；接受劳务派遣

单位作为实际用工单位，负有监督、管理的义务。此

时，用人与用工的职责分别由两个主体承担。有学

者提出，“在劳务派遣中，用人单位‘独揽’劳动者的

选任大权，显然具有很强控制力，具备承担雇主替代

责任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派遣单位与接受派

遣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具有正当性。如果将两者之间

的责任形态理解为按份责任，意味着接受派遣单位

能证明损害的发生完全是派遣单位的过错导致时，

无须承担责任。这样理解，有违立法规定接受派遣

单位承担无过错替代责任的初衷。《民法典》第 1191
条第2款并未直接规定派遣单位与接受派遣单位承

担连带责任。两者都对劳务人员的职务行为致害负

责，并无因共同或分别实施侵权行为而造成他人同

一损害的可能性，对两者之间的责任形态不能依据

数人侵权的一般规定进行解释，而应依据不真正连

带责任理论进行解读。依不真正连带责任的相关法

理，就外部责任关系而言，两个责任主体都有义务对

受害人进行赔偿，受害人可以请求接受派遣单位承

担责任，也可以请求派遣单位承担责任；就内部责任

关系而言，接受派遣单位承担责任后，可以依据与派

遣单位之间的协议，向派遣单位请求赔偿损失。因

为派遣单位承担的是过错责任，所以不存在派遣单

位向接受派遣单位追偿的可能性。

四、结语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7个条款中规定的“相应的

责任”，并不是某种新的共同责任形态，不宜将其一

体化解释为某种既有的责任形态，或者将某一条款

中“相应的责任”固化为单一责任形态。当“相应的

责任”条款规范的情形属于数人侵权责任的范畴时，

“相应的责任”具有转致性概念的性质，对其解读应

结合其他关于数人侵权责任的规定或不真正连带责

任理论，找到能够发挥法律效果形成功能的规范。

随着《民法典》的施行，理论界和实务界应逐步深化

对其中“相应的责任”条款的研讨，形成更多理论共

识，积累更多实务经验，在理论与实务、实体法与程

序法之间有更深沟通的基础上，尽量消弭对此类条

款在法律适用上的理解偏差，尽量消除同案不同判

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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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the Liability Form of "Corresponding Liability"
in the Tort Liability Section of the Civil Code of China

Jiao Yanhong

Abstract：There are 10 articles on tort liability in the Civil Code of China using "corresponding liability", while
its meaning has many disput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correspond⁃
ing liability" was initially a way of assuming liability adapted to the fault. Later, it was given a richer meaning by the
Tort Liability Law, but it can't be interpreted as a new form of common liability. Neither can the "corresponding liabili⁃
ty" in the tort liability series of the Civil Code be uniformly interpreted as a certain existing liability form, nor can the
"corresponding liability" in a specific clause be solidified into a certain single liability form. Based on the complexity
of the case type covered by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and the transition of "corresponding liability" as a specific legal
concept, in order to avoid unnecessary differences in interpretation, the clauses involved in "corresponding responsi⁃
bility" should be systematically interpreted, and the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y" should be dy⁃
namic and diversified. The interpretation rules are: it should be determined whether the "corresponding liability" cor⁃
responds to separate tort or several persons' tort firstly. In the ease of single tort, the size of the liability should be de⁃
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mixed fault rule. In the case of several persons' tort, the liability form should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ations of the terms involved and their legal effects. In the absence of specific provisions, the li⁃
ability form shall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unreal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Key words：corresponding liability; form of liability; share liability;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unreal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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