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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gotiorum management system is a typical embodiment of morality into 

the law. It takes the legal principle of “sanctity of private rights” and the moral principle 

of “advocating mutual assistance of human beings” as its standard base point. Since 

Roman law, the system has undergone changes, but its ultimate goal of achieving social 

harmony and legal justice has never changed. Because negotiorum management is 

caused by the fact that the manager acts unilaterally, the system design of negotiorum 

management focuses more on the regulation of the manager’s behavior than other 

legal systems. It not only advocates helping others, but also prevents harming others, 

but also has more important moral significance and significance in this regard Real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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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无因管理制度是道德入法的典型体现，无因管理制度将协调“私权神圣”

的法律原则与“倡导人类互助”的道德原则作为其规范的基点，自罗马法以降，

无因管理制度历经变革，但其实现社会和谐与法律公正之终极目标从未更改。

因无因管理行为乃缘起管理人单方之事实行为，故而较其他法律制度，无因管

理之制度设计更加偏重于对管理人行为的规制，既要提倡助人，又要防止损人，

但何为助人又该怎样助人，何为损人又产生怎样后果，法律之评判尺度在此具

有了更加重大的道德意义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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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因管理行为的概述 

1.1  无因管理行为的起源

古代法关于拾得遗失物制度的规定仅仅是内含无因管理制度的理念因子，

近代民法中的无因管理作为一项制度起源于罗马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古

代罗马，却没有发达的家族制度。它不像中国，把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关系视

为人生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相反，在古代罗马，个人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家族

利益是次要的。家族的一切只不过是实现自己利益的一种手段，如果和自己的

利益发生冲突，家族也是可以牺牲的。 

1.2  无因管理行为的性质

关于无因管理的法律性质，德国以前的通说曾认为管理他人事务，虽非法

律行为，但因以一定意思指向为必要，在性质上系属类似法律行为之行为，应

类推适用关于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之规定。但该观点已被摒弃，目前的通

说认为，无因管理是一种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因为法律行为系属一种表

示行为，即行为人企图发生一定私法上效果而表示其意思，故以意思表示为其

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应注意的是，无因管理虽非法律行为，却以人的一定的精

神作用（管理意思）为要件，从而区别于单纯的事实行为，故准确的说属于混

合的事实行为。

2  无因管理与相关法律行为的区分 

2.1  无因管理与无权代理

在无权代理中，因行为人未经授权而为本人办理事务，与无因管理的管理

无法律上的义务管理本人的事务类似，故有学者将无权代理看作是无因管理的

一种。但笔者认为，无因管理与无权代理是有本质区别的，其区别在于：第一，

在无权代理中，行为人系以本人的名义实施行为，而在无因管理中，管理人并

不必以本人的名义实施管理行为；第二，无权代理行为属于民事行为，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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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而无因管理行为属于事实行为，不要求管理人具

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第三，无权代理发生本人的追认，经本人追认的无权

代理为有效代理，对本人发生法律效力，反之则不对本人发生法律效力，而无

因管理不发生本人的追认，本人是否追认无因管理不影响无因管理的效力；第四，

在无权代理中，行为人是否有为本人利益的意思并不作为无权代理的成立要件，

而在无因管理中，管理人有为本人利益而为管理的意思是无因管理成立的主观

要件。故无因管理与无权代理之间是彼此相互独立的法律制度，无权代理自不

能适用无因管理之规定。 

2.2  无因管理与侵权行为

侵权责任的竞合。行为的行为动机和结果上探寻，两者仍然有着本质的区

别。尽管两种行为均起源于无法律义务与受托，但无因管理人从主观上看是源

于为他人利益的善良愿望，追求的是一种人类互助的理想，并且也积极实施了

管理他人事务的 行为；从结果上看，无因管理的受益人因为无因管理而得到

了好处，从而避免了其在财产上或人身上可能造成的损失，即管理人的行为最

终是符合受益人的明示或可得推知的意思的，或者虽然违反本人明示或可推知

的意思，却是为本人尽公益之义务或履行法定扶养义务而与公序良俗相符。而

作为侵权行为人在干涉他人事务时，存在无因管理成立后，管理人因故意或过

失不法侵害本人之权利者，侵权行为仍可成立，非谓成立无因管理后，即可排

斥侵权行为的成立。例如，甲代收乙的包裹，虽不成立侵权行为，但如果甲因

过失毁损包裹内的物品时，应构成侵权责任，而与无因管理债务不履行责任发

生竞合关系。 

2.3  无因管理与不当得利

因适当无因管理是本人受利益的法律上原因，故在本人因管理人之管理而

受有利益，致管理人受有损害时，并不成立不当得利。但管理人得请求本人偿

还其费用及自支付时起之利息，或清偿其负担的债务，或赔偿其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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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善我国无因管理制度的构想 

3.1  完善报酬请求权

学术界为了完善我国无因管理制度，对于是否赋予管理人报酬请求权形成

三个流派，我国大陆地区多数学者否认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支持的学者也是

有条件的肯定，完全肯定的学者占少数。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转型期的

中国立法界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由管理人报酬请求权的角度引发的对无因管理

制度的完善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3.2  扩大无因管理 

“必要费用”范围必要费用的产生是基于本人的义务，管理人为管理行为

支出的费用以及受到的实际损失，本人应偿还但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首先，

除了完善本人的义务体系以外，对已经做出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构成也需要进

一步细化，根据无因管理的规则，本人承担必要费用的前提为：符合无因管理

制度所调整的范围；产生的损害实际存在并且不是管理人过错，也不能是源于

第三人责任的情形；损害的产生与无因管理活动存在着因果联系。需要进一步

说明的是无因管理是否有利于本身，不应单从结果上分析，是否达到预期的希

望并不影响该制度的成立，也不影响本人的义务，管理人的请求权。 

3.3  无因管理制度的完善

不仅体现在民法中的立法规定上，而且体现在保障其适用的其它相关法规

或制度的建设上长期以来，由于适用规则的不明确，严重限制了涉外无因管理

的适用，在我国对外民商事交往日益密切的情况下，制订专门的法律适用规则

以解决无因管理的法律冲突，对充分发挥无因管理制度的作用及巩固其在民法

中的地位是非常必要的。无因管理虽然规模不大，但其法律适用问题并不简单。

以事务管理地法为原则、以无因管理起因法律关系的准据法为补充的法律适用

规则，是解决日益复杂的无因管理法律适用问题的理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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