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官：赡养父母是法定义务 非因法定事由不能免除

□本报记者 李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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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东

超80斤电动车属机动车
交通事故按机动车担责

2014年3月， 杨某骑着自己
的电动自行车下班回家 ， 因为
是顺路 ， 同事刘某便搭乘坐在
了杨某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 。
当时 ， 杨某骑着电动自行车在
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人行道由
南向北逆行 ， 不料恰逢王某开
小轿车由西向南右转 ， 两车接
触 ， 杨某 、 王某无恙 ， 可坐在
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的刘某却骨
折， 伤得不轻。

事发后因索要医疗费、 后续
治疗费、 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7万
多元， 刘某无奈将同事杨某、 轿
车司机王某及保险公司告到海淀
法院。

开庭时， 轿车司机王某说杨
某骑的电动自行车个儿大而且
重， 已经超出了电动自行车的标
准， 应该属于机动车， 且出事时
杨某逆行， 应承担全部责任， 并
不认可事发时交警的交通事故认
定书， 请求法院对杨某驾驶的电
动车是否属于机动车进行专业鉴
定。 后经法院委托鉴定， 鉴定机
构出具鉴定意见为： 杨某驾驶的
电动车由电池动力驱动， 在无动
力电池的状态下， 其质量已经达
到50.95公斤 ， 已经超出了电动
自行车的标准， 符合摩托车的标
准， 属于机动车。

随后， 海淀法院认定刘某乘
坐杨某驾驶的逆行的摩托车， 对
于其损害后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
错， 故应适当减轻杨某与王某的
赔偿责任。 据此对于刘某超出交
强险的损失， 法院认定杨某承担
55%的赔偿责任， 王某承担35%
的赔偿责任， 刘某自行承担10%
的损失。 最后， 法院判决三被告
赔偿刘某共21万多元。

说法
针对此案 ， 海淀法院法官

说， 一般观念认为电动自行车为
非机动车， 行驶在非机动车道。
但是， 如果电动车已经超出非机
动车的标准， 经鉴定为机动车，
则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比例承担
时， 可能会因为事故时电动车的
车辆性质而改变责任比例的承
担。

目前， 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
一直沿用国家标准 《电动自行车
通用技术条件》。 其中， 对电动
自行车的重量和速度都有明确规
定， 电动自行车最高车速应不大
于每小时20公里、 整车重量不大
于40公斤 、 电动机功率不大于
240Ｗ。 但现实中大量电动自行
车都超重、 超速。 而这些超重、
超速的电动自行车， 已经符合摩
托车的标准， 属于机动车。

本案中， 杨某驾驶的电动车
经鉴定为： 电动车由电池动力驱
动， 在无动力电池的状态下， 其
质量已经达到50.95公斤 ， 已经
超出了电动自行车的标准， 符合
摩托车的标准， 属于机动车。 据
此法院按机动车与机动车发生交
通事故处理审理了此案。

现实中因种种原因， 骑超出
非机动车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出行
违章， 也许不会被按机动车违章
受到处罚， 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他人人身伤害且被告上法
庭， 其超重、 超速电动自行车就
会变成机动车， 到时， 驾驶人就
要对自己的行为， 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九九重阳刚过， 但人们对老
年人权益保护的关注并未降温。
近年来， 涉老年人权益的案件逐
年增加， 尤其是涉及赡养类诉讼
增加尤为明显。 为此， 笔者盘点
了相应案例， 希望给广大为人子
女者一些启示 ： 别为不孝找借
口 ， 赡养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义
务， 非因法定事由 （如子女自身
无收入、 无生活能力或者父母严
重犯罪等） 不能免除。

不满意父亲重男轻女
出嫁女拒担赡养义务

盛某膝下有三个儿子和一个
女儿 。 1993年 ， 女儿出嫁 。 当
年， 女儿对父亲盛某重男轻女的
思想颇为不满， 她认为父亲在日
常生活中甚至陪嫁都对自己不公
平， 这为日后纷争埋下了隐患。
后盛某提出自己已年迈， 且无收
入来源， 要求其女儿履行赡养义
务未果， 遂具状诉至法院。 被告
答辩称。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
去的水。 父亲有三个儿子， 为什
么要我养老？ 当年出嫁时， 家里
就没有多少陪嫁。 我现在没有工
作， 且患有高血压、 高血脂等疾
病， 每天吃药， 全靠老公养着。”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拒绝
承担赡养义务不仅是经济方面的
考虑， 更多的是多年家庭矛盾的
集中爆发。 在多次做双方工作仍
无法达成和解的情况下， 法院一
审判决： 被告对原告支付相应的
赡养费。

评析：
女儿出嫁后仍有义务赡养父

母。

根据法律规定， 赡养义务人
的范围包括子女。 所以女儿与儿
子均有法定赡养义务。 具备独立
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均应履行赡
养义务。 未成年子女或未独立生
活的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
出嫁的女儿不应以其是女儿且没
有收入为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已婚的成年子女本人没有经济收
入， 但配偶的收入足以维持生活
的， 也应当承担赡养义务。 这是
因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入属
于夫妻共有， 夫妻双方对夫妻共
同财产有处分权。

四子女不满老父再婚
不履赡养义务被起诉

2008年 ， 宋某的妻子去世 。
其间， 宋某的四个子女均不同意
其再婚 。 2009年 ， 宋某执意再
婚， 从而引发家庭矛盾， 其四个
子女随后声明放弃对父亲财产的
继承， 并拒绝看望宋某。 后宋某
的第二任妻子病故， 其四个子女
对他不管不问。

无奈， 宋某诉至法院， 请求
判令其四个子女对他进行赡养，
并定期回家探望。 四被告共同答
辩称。 “赡养老人是子女的法定
义务， 但只有无独立谋生能力和
生活来源的人才能要求他人赡
养。 目前， 父亲身体状况良好，
既有高额退休金 ， 又有医疗保
障， 他与母亲的存款及母亲去世
后的补贴均由其保管， 我们也早
已声明放弃对父亲财产的继承，
故不需要我们进行赡养。”

随后， 法官对该案进行了调
解。 经法官释法， 四被告在了解
了法律规定及老年人心理特点的

前提下， 理解了父亲。 宋某与四
个子女坦陈心扉， 该案最终调解
结案。

评析：
赡养义务不因父母婚姻变化

而终止。
根据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 》

第18条规定： “老年人的婚姻自
由受法律的保护。 子女或其他亲
属不得干涉老年人离婚、 再婚及
婚后的生活”。 《婚姻法》 第30
条特别规定： “子女应当尊重父
母的婚姻权利， 不得干涉父母再
婚以及婚后的生活。 子女对父母
的赡养义务， 不因父母的婚姻关
系变化而终止”。

根据 《老年人权益保护法 》
第19条规定： 子女也不能通过声
明放弃财产继承而不承担赡养义
务 。 子女放弃继承权的行为有
效， 但是不承担赡养义务的行为
无效。

在此， 法官建议： 老年人在
遇到再婚等重大问题时， 宜与子
女公开、 透明的商量， 将自己的
意见想法与子女多沟通， 子女亦
应在精神层面上对父母予以关
注。

抱怨母亲分家不公
子女不愿照顾老妈

张王氏生于1930年， 育有三
男两女， 她丈夫于2000年去世 ，
其没有收入来源。 后张王氏将其
三子张丙诉至法院， 要求张丙履
行赡养义务， 分担其产生的医疗
费及因年迈需要专业照顾的护理
费等。 “当年， 因我妻子生了一
个女孩， 母亲分家时就将最旧的

老房子分给我， 也没有给我相应
的差价。 此外， 母亲还帮我两个
哥哥和两个姐姐照顾孩子， 偏偏
没有照顾我家的孩子， 如今她老
了也别找我照顾。” 被告张丙答
辩时说。

法院在为张丙讲解了相关法
律规定后， 又从我国的传统美德
及母子天性等方面给张丙做工
作。 最终， 促使此案调解结案：
张丙同意分担母亲的养老费、 医
疗费、 护理费等各项费用。

评析：
分家公与不公不能免除子女

赡养义务。
子女不应以分家不公及当年

父母未能照顾自己的孩子为由拒
绝履行赡养义务。 父母子女遇有
下列情形的， 子女可免除赡养义
务： （1） 未婚或离异的成年子
女无经济收入、 丧失劳动力或不
能独立生活的； （2） 已婚的成
年子女本身无经济收入， 其家庭
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当地基本生活
水平的； （3） 父母对子女有严
重犯罪行为。 比如父母犯有杀害
子女、 虐待子女严重的、 遗弃子
女的、 或强奸女儿等行为的， 丧
失要求被害子女赡养的权利， 对
子女来说是可以免除赡养义务。
如果被害子女自愿赡养的， 法律
并不禁止。 需要指出的是， 无给
付赡养费能力的成年子女虽然可
以免除给付义务， 但生活上的照
料 、 精神上的慰藉义务不能免
除。

本案中， 被告不存在可以免
除赡养义务的情形， 依法应承担
赡养义务， 不能因为其他矛盾而
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女儿出嫁以后 能够免除赡养义务？
■不满父母再婚 就能不履赡养义务？
■父母分家不公 子女可免赡养义务？

真靠谱

子女不孝
三大借口

？

周女士等人是一家公司的职
工。 两个月前， 公司鉴于周女士
等人所在部门的一些工作职能与
另外两个部门之间存在重叠、 交
叉之处， 甚至导致不时出现相互
推诿、 相互扯皮、 相互倾轧、 效
率低下的现象， 遂经董事会讨论
决定： 对三个部门进行整合， 重
新组建一个新的部门统一负责行
使相应职权。 整合试运行期间，
只留60%的人员上岗， 其余一律
暂时离岗 ， 回家等候通知 。 近
日， 周女士等人虽被通知在新的
岗位上班， 但公司却拒绝向周女
士等人支付离岗待工期间的工
资， 理由是周女士等人待岗期间
既没有为公司提供任何劳动， 也

没有为公司创造任何效益， 依据
按劳付酬原则， 周女士等人自然
无权索要。 公司的说法对吗？

说法
公司的说法是错误的， 周女

士等人有权要求公司在待岗的第
一个月， 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支
付工资； 第二个月支付生活费并
缴纳社会保险费。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12
条规定 : “非因劳动者原因造成
单位停工、 停产在一个工资支付
周期内的， 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
同规定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
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 若劳
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 则支付给

劳动者的报酬不得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 ;若劳动者没有提供正
常劳动， 应按有关规定办理。”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法 〉 若干问题的意
见 》 第58条 、 第74条也分别规
定： “企业下岗待工人员， 由企
业依据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支付
其生活费， 生活费可以低于最低
工资标准， 下岗待工人员重新就
业的 ， 企业应停发其生活费 。”
“企业富余职工 、 请长假人员 、
请长病假人员、 外借人员和带薪
上学人员， 其社会保险费仍按规
定由原单位和个人继续缴纳， 缴
纳保险费期间计算为缴费年限。”
即对于 “非因劳动者原因” 导致

的待岗， 不能片面、 机械地理解
按劳付酬原则， 错误采取没有提
供劳动便拒绝支付工资的做法，
而是照样必须做到： 首先， 在第
一个月， 用人单位必须向劳动者
全额发放工资； 其次， 从第二个
月起， 单位则 “应按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 也即按职工基本生活
保障制度的规定， 向劳动者支付
基本生活费并办理社会保险。

本案中， 周女士等人之所以
离岗待工， 是因为公司自身进行
部门整合并开展试运行， 即完全
源自公司的决定， 跟周女士等人
没有任何关联， 故对于周女士等
人来说， 明显属于 “非因劳动者
原因”。

单位整合 职工待岗第一个月应发工资 □颜东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