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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正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

社会关注度不断提升，我国的老年人监护制度仍存在不足亟待完善。本文旨

在通过分析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在立法和监护实务中存在的问题，考察域外

主要国家和地区对老年人监护制度的改革成果，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完善我

国老年人监护制度，期望老年人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 

第一章通过分析我国老年人监护现状，指出我国老年人监护立法理念滞

后，立法上存在监护对象范围不全面、监护措施单一、监护可操作性不强、

监护监督机制欠缺等问题，并对监护实务进行考察。 

第二章介绍德国、法国、日本、韩国、英国、美国等国家和台湾地区近

年来在老年人监护制度上的改革成果，综合评述老年人监护的改革趋势，为

完善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提供理论支持。 

第三章针对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的不足提出完善建议。笔者结合我国老

龄化现状，提出基于“维护本人生活正常化”和“对自我决定权的尊重”理

念，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可以确立四项基本原则，即尊重个人意志原则、最

佳利益原则、最小限制原则、补充性原则，并从法定监护制度、意定监护制

度、监护监督机制等方面提出完善意见。 

 

关键词：老年人；监护；完善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has become one of major social issues in China. With an 

increasing social att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elderly, it is still insufficient in the elderly guardianship system of China 

that should be improved. By analyzing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elderly 

guardianship system in legislation and supervision practices, investigating major 

achievements of guardianship system reform of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combine Chinese specific national conditions, improve 

the elderly guardianship system of China and expect the elderly getting better 

guarantee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elderly guardianship situation in China, Chapter 

one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guardianship legislation concept of China 

being laggard, the existing legislation on the scope of monitoring object being 

not comprehensive, single, operability of guardianship monitoring measures 

being not strong, lacking the guardianship supervisory mechanism, and 

investigates on monitoring practice.  

Chapter two introduces reform achievements on the elderly guardianship 

system in Germany, France, Japan, South Korea,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rea in recent years, making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n the 

reform trend of the elderly guardianship,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lderly guardianship system in China. 

In Chapter three, it makes some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to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lderly guardianship system in China. Together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 in China,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s of "maintaining normalization of life" and "respect for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 elderly guardianship system in China can be established 

by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which are principle of respecting individual will, 

principle of best interests, principle of minimum limit and complementary 

principle, and proposes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from the point of the legal 

guardianship system, the freewill guardianship system and the guardian 

supervision mechanism, etc. 

Keywords: Elderly; Guardianship;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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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一、研究背景 

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如何通过监护制度更好地保障老年人的合法

权益，成为现实中亟待探讨和研究的。现实生活中，许多老人因为缺乏良好

的照顾，生活中的幸福指数极低。类似独居老人离世三年无人知晓，老年人

惨遭电话诈骗，老年人在养老院被捆双手等报道令人唏嘘不已，不禁问道难

道就没有人来照管他们吗？的确，老年人其身体机能、思考能力随着年龄的

增长而逐渐退化，更应受到社会的关心和帮助，正是由于社会对老年群体的

保障机制不健全，造成这些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却接连不断地发生。这也

触动着笔者开始检视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是否存在不足，思考如何能够让监

护制度成为老年人权益强而有力的保障,让老年人晚年生活更有质量，更有

尊严。 

二、研究成果综述     

“维护本人生活正常化”和“对自我决定权的尊重”理念的影响下，世

界上的许多国家对本国的成年人监护制度进行了改革。社会人口老龄化作为

改革发生的主要原因，老年人监护制度自然也在改革之列。从成年监护的改

革趋势上看，由全面监护转为限制监护是当前各国改革的主要趋势。德国的

新照管法确立了必要性原则和补充性原则，深刻影响着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改

革。美国的可持续性代理，是最早的意定监护制度，丰富了成年人监护制度

的类型体系。英国的《意思能力法》确立了判断意思能力的标准使得抽象的

判断依据具有了可操作性。日本将监护的层级改革为三元制（监护、保佐、

辅助），满足了老年人对监护的多元化的需求。 

目前，我国对于老年人监护制度方面的专著有倪娜的《老年人监护制度

研究》①，李欣的《私法自治视域下的老年人监护制度研究》②。对于成年监

                                                        
①倪娜.老年人监护制度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②李欣.私法自治视域下的老年人监护制度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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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制度的代表著作有李霞教授的《民法典成年保护制度》①和《成年监护制度

研究——以人权的视角》②。另外，王竹青、杨科合著的《监护制度比较研究》

③运用比较分析法对各国监护制度进行了全面的评析。但上述论著都是在

2012 年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出台以前所作，当时老年人监护制度尚

未确立，意定监护还未设立，各位作者在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多是围绕确立意

定监护制度展开详细的论述。时至今日，现行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26

条的出台，回应了上述学者共同的关注，即老年人监护制度得到确立，并创

设了意定监护制度。转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由创建意定监护转变为如何完善

意定监护制度的探讨。目前有代表性的文章是杨立新教授的《我国老年监护

制度的立法突破及相关问题》④，该文对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26 条的

出台背景、产生过程、立法意义和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评析。另外，李霞教授

的《台湾地区新修正的成年人监护制度及其评析》、⑤《成年监护制度的现代

转向》⑥中的内容也都有涉及意定监护设立后我国监护制度的完善问题。 

以上论著以不同的路径和方式探讨了本文所涉及的领域，在资料和学术

经验上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是之前论著较少涉及到的：一是对于我国老年人监护缺乏的监护

实务上的研究，笔者认为要论证老年人监护制度存在不足，除了阐述立法上

的不足，还必须通过对监护实务的考察进行论证，例如老年人监护在实施过

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又有哪些监护问题是法律没有涉及到的等等。二是将

我国老年人监护的完善孤立于成年人监护之外，笔者认为老年人监护制度与

成年人监护制度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对于老年人制度的完善，还可以结

合到民法典中的监护规定。三是对于我国老年人监护资格的认定上缺乏详细

的判断标准，笔者建议可以结合我国民政行业的《老年人行为能力标准》对

老年人的类型进行细化。 

                                                        
①李霞.民法典成年保护制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②李霞.成年监护制度研——以人权的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③王竹青，杨科.监护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  
④杨立新.我国老年监护制度的立法突破及相关问题[J].法律研究,2013，（2）. 
⑤李霞.台湾地区新修正的成年人监护制度及其评析[J].法学论坛,2010，25（5）.  
⑥李霞.成年监护制度的现代转向[J].中国法学,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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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比较分析、规范分析的研究方法。 

（一）比较分析的方法 

鉴于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存在着诸多不足，笔者试图介绍和了解域外主

要国家和地区对老年人监护制度和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改革经验和做法，比较

各种经验做法的异同与优劣，从细微差别之处探寻立法中的智慧，努力寻求

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中可以借鉴或学习的做法，最终目的就是完善我国的老

年人监护制度。 

（二）规范分析的方法    

从法学方法论角度，规范分析是以一定价值判断为基础对法律条文进行

完善、解释等。由于法律本身存在应然与实然双重属性，决定规范分析方法

必须在以下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对规范的内部结构及其背后的支配力量，一

是对规范运行的司法效果。对于老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现状与实务现状以及

设立监护人监督制度的研究都应当建立在规范分析的基础上，规范分析的对

象主要针对我国有关老年人监护的相关立法。 

四、研究价值和意义 

本文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包括以下这几方面： 

第一、有助于进一步思考如何从立法层面完善老年人监护制度。我国老

龄化程度越来越高，老年人的权益保障亟待完善，任何有助于老年人事业的

思考都存在研究的意义。 

第二、老年人监护制度作为成年人监护制度的一部分，其具有自身的独

立性，但这种独立性仅是相对意义上的独立，老年人监护制度的完善，实则

也是对于成年人监护制度的部分完善，对于今后健全我国成年人监护制度，

甚至是民法典中的监护制度都有积极的意义。 

第三、尊重人权是我国现阶段重要的立法理念，基于“维护本人生活正

常化”和“对自我决定权的尊重”理念下建立的新老年人监护制度，也昭示

着我国在维护人权方面又迈进了一步。 

第四、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已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要，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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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人身照管、财产管理等方面多元化的监护需求，都要求现行的老年人监

护制度能够予以回应，期待本文能引起更多人对老年人监护制度的关注，并

参与到研究和实践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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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国老年人监护制度概述 

第一节  老年人监护制度的含义和特征 

一、老年人监护制度含义 

老年人监护制度是对因年老体弱等原因全部或部分失去辨认与判断能

力的老年人或因年龄增长，个人官能衰退以至于全部或部分不能处理自身事

务，不能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老年人提供的为其补充判断能力或行为能力而

进行的人身照料或财产管理上的保护制度。① 

二、老年人监护制度特征 

第一、监护对象为因年老体弱无法全部或部分处理自身事务老年人。 

第二、监护人必须为具有完全民事责任能力的成年人或组织，对被监护

人的人身和财产等事务具有监护能力。 

第三、老年人与监护人之间的监护关系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

示。 

第四、监护应遵循被监护人最佳利益原则，监护人必须依照监护合同的

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进行监护事务，监护权利义务关系的产生、变更、终止必

须经过法定程序，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②
 

三、老年人监护的制度边界 

（一）老年人监护与赡养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 21 条的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在家庭养老的背景下，许多人将赡养与老年人监护混为一谈。老年人监护与

赡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区分：从内容上看，老年人监护重在人身照顾

和财产管理，而赡养主要是对老年人人身上和精神上的照顾并在物质上给予

                                                        
①李欣.私法自治视域下的老年人监护制度研究[M].北京: 群众出版社,2013.41.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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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帮助。虽然当法定监护人为老年人的成年子女时，在人身照顾层面，监

护与赡养二者存在重合，但在财产层面，监护重在管理，赡养只是消极的财

产方面的给予，没有赋予赡养人积极管理被赡养人财产的权限。另外赡养没

有涉及高龄人人身护理的具体规定，因此无法为医疗照管和个人财产保障这

两个高龄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方面提供完整全面的制度安排。①从主体上

看，赡养所涵盖的老年人范围小于老年人监护所涵盖的范围。赡养针对的是

有成年子女的老年人，老年人监护的对象是因年老体弱无法全部或部分处理

自身事务老年人，对于无成年子女的老年人也可以作为监护的主体。这是由

于赡养是成年子女对长辈亲属的“抚养”，是基于一定的亲属身份关系，而

老年人监护除了具有一定的亲属监护性质外，还包括亲属监护以外的监护，

如意定监护、公职监护等。总之，老年人监护制度与赡养制度二者相辅相成，

都是养老制度的重要组成，都是为了更好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老年人监护与代理 

代理是基于扩张主体自治能力而设计的一种特殊法律行为。②代理权产生

的基础是书面的代理协议及持续性的代理效力，代理是由一人通常是委托人

授权给另一人或组织处理其行为的权利。③老年人监护制度同代理制度在一定

程度上具有关联性，例如代理制度是由成年人监护制度领域发展而来，④在实

践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即为其监护人，

老年监护人的监护事项同代理在一定程度上重合，代理人也可以是老年监护

人，意定监护中的可持续代理吸收了意定代理中的本人可自由决定代理事项

的优点。老年人监护与代理二者的区别在于：第一，对于涉及人身性质的民

事法律行为是不能代理的，法定老年人监护弥补了法定代理的不足，监护除

了财产事务的代理还可以进行人身照管方面的事项。第二，意定监护制度中

代理是可持续性代理，但其本质不是代理，具有监护性质。在意定监护中，

老年人可以为将来其全部或者部分丧失行为能力时的事项设立监护，在合同

生效前是一种本人（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的对内关系，生效后，才属于对

                                                        
①高留志.扶养制度研究[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6.219. 
②龙卫球.民法总论（第二版）[M].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563.  
③李欣.私法自治视域下的老年人监护制度研究[M].北京: 群众出版社,2013.32.  
④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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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关系，而意定代理属于对外关系。①第三，意定代理关系的成立，由本人授

予代理权，属于单方民事行为；而持续性代理为双方的合同行为，若受托人

不允许，则监护合同不成立。②
 

第二节  我国老年人监护的立法现状 

一、相关规定 

（一）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从原则上规定了对老年人的权益保障，

第 49 条明确规定“成年子女对于父母有赡养扶助之义务”、“禁止虐待老人”。

这也为下位法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上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依据。 

（二）现行监护制度仍沿用于 1986 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下文简称《民法通则》）第 17-19 条的规定，立法思想和理念都相对保

守和滞后，从整体制度设计上看，偏重对成年被监护人的财产利益保护，忽

视了成年被监护人自主意愿和尚存意思能力的保护。根据《民法通则》第 13

条、第 18 条和《民通意见》第 10 条的规定，被监护人分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监护人可行使代理权和财产管理权，区别在于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单独实施与其自身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下文简称《老年权益保障

法》）作为一部专门的老年人法律，其中第 26 条③对老年人监护作出了规定。

④第 26 条对于我国监护制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首先，理念上发生了变化，

该规定向人们发出这样一个信号，即我国老年人监护的制定理念已经开始向

尊重人权转变；其次，该规定从制度层面确立了老年人监护制度；再次，该

规定根据老年人是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将老年人监护分为法定监护、

指定监护和意定监护三种类型，进一步丰富了老年人监护的类型，并且意定

监护优先于指定监护。但是该规定并未对被监护老年人、老年监护人和老年

                                                        
①李霞.成年监护制度研——以人权的视角[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280. 
②同上.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26 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近亲属或

者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组织中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监护人在老年人丧失

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依法承担监护责任。老年人未事先确定监护人的，其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

事行为能力时，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确定监护人。 
④杨立新.我国老年监护制度的立法突破及相关问题[J].法律研究,2013，（2）：127.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