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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法無因管理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編目：民法 
 

出處 月旦法學教室，第 197 期，頁 13-15 

作者 楊芳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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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民法第 176 條 1 項的請求權成立與否，與救助行為成功與否無關；

其應判斷管理人所承受的損害，係來自於管理行為的特殊風險，抑

或僅是管理人本身一般生活風險。若為前者，則宜肯定管理人之損

害賠償請求權。 

二、法律解釋上，宜採德國近來實務見解，認為民法第 176 條 1 項本質

上乃相當之補償，而非完整之賠償。 

三、立法論上，未來宜明定適法無因管理若無結果或不成功，限制或排

除管理人之請求權。 

重點整理 

問題提出 

甲在溪邊散步時，看見乙於溪中載浮載沉呼救。甲於是立

刻跳入水中打算救人。發生以下情形： 

一、甲救乙時，因碰撞溪中岩石而受傷流血，乙雖獲救但

亦因此骨折。 

二、甲救乙時，因自己癲癇發作而嗆水受傷，唯乙依然獲

救。 

三、甲救乙時，因遭捲入漩渦而喪命，但乙幸運獲救。 

四、甲救乙時，因碰撞溪中岩石而受傷流血，且乙未獲救，

最終依然喪命。 

問： 

一、情況一和二，甲對乙有無民法第 176 條 1 項之損害賠

償請求權？ 

二、情況三，甲之繼承人對乙有無同條項的請求權？ 

三、情況四，甲對乙之繼承人有無同條項的請求權？ 

解評 

一、法律關係分析 

(一)應區分管理行為之承擔與管理行為之實施。前者

定於民法第 176 條第 1 項，判斷管理人一開始承

擔管理行為是否符合本人意思、是否有利於本

人。後者可見於民法第 172 條後段，係關於管理

人應如何實施管理行為。 

(二)本題甲看見乙溺水而下水救人，屬於未受委任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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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解評 

無義務的情況下，而為本人管理事務，該當於無

因管理。並且因不違反乙之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

思，屬於適法無因管理。 

二、個案請求權基礎討論 

(一)情況一 

1.民法第 176 條第 1 項的請求權成立與否，應判斷

管理人所承受的損害，係來自於管理行為的特殊

風險，抑或僅是管理人本身一般生活風險。若為

前者，則宜肯定管理人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本例

若非甲下水救乙，也不會碰撞岩石而受傷，甲之

請求有理由。 

2.至於乙能否向甲請求賠償骨折之損害，應採否定

見解。因甲出手救乙係為免除其生命急迫危險，

該當民法第 175 條，既甲無故意或重大過失，自

然對乙不負賠償責任。 

(二)情況二 

1.承上述，本例中甲既然係因自己癲癇發作而嗆

水，宜認為屬於其本身一般生活風險實現。是以

甲對自身受傷結果無從依民法第 176 條第 1 項請

求乙為賠償。 

(三)情況三 

1.依民法第 6 條，人之權利能力終於死亡，故甲就

自己死亡本身之損害，因已喪失權利能力，並未

取得民法第 176 條第 1 項之請求權。從而，其繼

承人自然亦無從繼承對乙之該等權利。 

2.甲之繼承人亦無從依民法第 192 條、第 194 條向

乙主張相關權利。蓋此一前提係：乙成立侵權行

為而致甲死亡。然而乙之求救行為並無過失，並

且求救行為本身亦無不法。再者，甲下水救乙乃

甲自己之決定，乙亦無法控制是否造成甲之損

害。乙並不成立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侵權

行為。 

(四)情況四 

1.民法第 176 條第 1 項之請求權成立與否，觀諸條

文文義，與救助行為成功與否無關。從而，甲救

乙雖然失敗，但就管理行為特殊風險所生之損

害，仍得請求乙之繼承人為損害賠償。只是乙的

繼承人適用民法第 1148 條第 2 項有限責任之抗

辯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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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解評 

2.然而，乙之繼承人一方面承受乙死亡之悲痛，又

須面臨甲之求償，似乎不近人情。 

3.因此，在法律解釋上，宜採德國近來實務見解，

認為民法第 176 條第 1 項本質上乃相當之補償，

而非完整之賠償；從而乙之繼承人和甲雙方宜各

承擔一半損害，甲僅得請求一半之損害賠償。而

在立法論上，未來宜明定適法無因管理若無結果

或不成功，限制或排除管理人之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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