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辰阳正在接待前来咨询意定监护的老人 记者 陈颖婷 摄

呼吁

监护项目精细化

事业有成的女高管林女士今年春节竟是

在精神病院度过的。 原来林女士的母亲从小

就偏爱林女士的哥哥， 尽管儿子一事无成，

但固执的母亲却坚持经济条件较好的女儿有

义务照顾哥哥。 孝顺的林女士一直不敢忤逆

母亲。 谁知母亲越发变本加厉， 最终逼着女

儿将房子送给哥哥。 这次林女士终于反抗

了， 与母亲吵了起来。 令她万万没想到的

是， 母亲竟然以精神病突发为由， 将她送进

了精神病院。

虽然， 医院经过检查， 认定林女士精神

正常， 将她放了出来。 但长达 7 天的 “被精

神病” 经历， 让她至今心有余悸。 “我无法

选择母亲， 也做不到和她对簿公堂， 但我真

怕这样的事再来一次。” 于是， 林女士找来

了自己的好友， 将他定为了意定监护人， 承

担医疗方面的监护人职责。 “只有他才有权

利将我送进医院， 并决定送进哪个医院， 用

何种医疗手段， 即使被强制就医， 也有权把

我接出来。”

普陀公证处主任高剑虹表示， 目前意定

监护走向了更加专业化和精细化的道路。 普

陀公证处成立了家事公证室， 有多名像李辰

阳这样专事意定监护的公证人员。 监护的内

容不再像过去那样打统账， 而是细分为生

活、 财产、 医疗、 权利四部分内容。 “当事

人可以选择其中的一项或是几项， 设立意定

监护人。” 高剑虹说。

而李辰阳则把人生的几个阶段进行了划

分： 健康， 意识不清， 临终， 死后。 当事人

可以就每个阶段提出自己的安排。

记者了解到， 意定监护协议里， 还可以

包含一份 《在世预嘱声明书》 用来提前安排

临终生命末期的手术和身后事。 声明书里，

当事人可以选择自己生命垂危时的急救术，

详细列出了心脏复苏术、 呼吸机、 喂食管、

血液透析……除此以外， 还能选择别人对待

自己的方式。

“一旦建立了监护关系， 某些时候监护

人就掌握了被监护人的 ‘生杀大权’， 所以

监督机制也是保护被监护人的一个必要环

节。” 李辰阳表示， 监督人最好是没有利害

关系的第三方， 比如专业从事社会监护的组

织。 目前没有监督人的案例中， 实践上是由

公证处承担公共监督职能。

高剑虹表示 ， 为了有利于被监护人 ，

公证处对于已经启动意定监护的被监护人，

意定监护人须定期提交一份监护报告给监

护监督人或者公证处， 今后还将细化回访制

度。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婚姻家事法与妇

女权益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李霞是中国内

地最早引入 “意定监护” 概念并参与相关

立法的法学专家。 在她看来， 意定监护制

度是应对人类老化而新发明的法律制度，

在中国有着广大的适应前景。 “不是年龄

大才会失去能力， 每一个成年人都可能面

临失能的风险， 会有对意定监护制度的需

求。” 李霞认为在失能前， 提前对民事活

动进行规划与安排将会越来越普遍。 实践

中， 民间也有大量对于意定监护的需求渴

望。

而上海走在了意定监护制度研究与实

践的前沿。 据李霞介绍， 华东政法大学与

上海公证机构开展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探

索。 学生下沉到公证部门观摩掌握第一手

实践经验， 同时高校的理论研究成果也助

力于意定监护制度实践的推广。

据介绍， 上海目前是全国办理意定监

护公证最多的城市， 但并非所有公证处都

可以办理意定监护。 在 22 家公证处中 ，

确定能做意定监护的公证处也不过 4 家。

这与意定监护强烈的司法需求相比， 还是显

得杯水车薪。

李霞指出， 制约意定监护制度推广的瓶

颈首先在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据了

解， 意定监护制度在国外已经实行 60 多年，

有着成熟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基础。 李霞告

诉记者， 关于意定监护的法律条款， 日本有

12 个条文、 韩国有 8 个， 而中国内地只有

一条。 也正是因为法律条款的不完善， 导致

实践中一些公证部门望而却步， 不敢推出意

定监护业务。

除此之外， 由于意定监护的相关细则太

少， 在实践中， 就需要公证人员有更大的耐

心， 设计个性化的意定监护方案。 费时费力

也阻挡了意定监护发展的步伐。

为此， 李霞建议构建进一步完善意定监

护的法律法规， 同时以形式做引导， 规定意

定监护需要经过公证， 以此证明是申请人真

实意思表示， 确保在形式上合乎规范。 同时

在合同内容上也要明白告知使用该制度的人

意定监护所覆盖的各项事务， 从而保障被监

护人的各项权益。

意定监护突破瓶颈需要更细致的立法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生病时谁来照料？ 身后事谁来处理？ 谁是孩子最可靠的监护人？ 这是每个成年人在失能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2 年前， 民法总则中关于 “成年意定监护” 的条款， 首次明确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

指定信任之人担当监护人， 不再受血缘关系的约束。 这一新兴的法律制度给予成人监护更多的破题之选。 那么经过 2

年的探索， 上海的意定监护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的余生我做主的希冀又如何从梦想走向现实。 带着这些疑问， 日前， 记

者对意定监护的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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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0 日下午 3 点不到， 记者来到普陀公证

处， 在其中一个接待室门口， 记者看到一位老人早

已坐在那里等候。 他告诉记者， 他姓李， 来找李辰

阳公证员办理意定监护。 李辰阳是国内最早办理意

定监护公证， 也是在这方面经验最丰富的公证员之

一。 “我特地从浦东赶过来。” 李老伯叹了口气，

“我已经 80 岁了， 要趁现在还走得动， 帮我弟弟把

这事办了， 我才能安心。”

李老伯兄弟姐妹 4 人， 李老伯排行第三， 他的

四弟从小因患小儿麻痹症造成肌肉萎缩。 随着年龄

的增长， 小弟的病情不断恶化， 不但四肢无法动

弹， 视力也开始退化。 “目前， 小弟虽然神志清

晰， 但手脚不能动， 眼睛看不见， 就连说话也是含

含糊糊，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李老伯对小弟的未

来充满担忧。 “现在小弟住在养老院， 我和二姐每

周去看望他。 但我们也都是 80 多岁的老人了， 真

担心有一天， 我们不在了， 小弟谁来照顾？”

更令李老伯揪心的是， 3 年前， 老房子拆迁，

就小弟是拿房还是拿钱，家人间发生了争执。大哥坚

持小弟应该拿房， 而小弟考虑再三后， 还是决定拿

钱，为自己的养老作保障。大哥对于小弟的选择耿耿

于怀。李老伯担心自己与二姐不在了，大哥和他的儿

子会再次将主意打到怀揣着巨额动迁款的小弟身

上。 而小弟也不愿意让大哥一家做他的监护人。

于是， 李老伯与姐姐开始为小弟找监护人。 几

番努力下， 他说通了自己的儿子与姐姐的女儿， 让

两人共同担任小弟的监护人， 小弟也对这两个人选

非常满意。 李老伯父子与二姐母女共同签订了照顾

协议， 小弟还在协议上按了手印。 “但我觉得光有

协议， 还不踏实， 听到有意定监护的公证， 就立即

为小弟申请了。” 李老伯说， “我希望通过意定监

护的公证， 能让两个孩子增加监护时的责任心， 同

时为小弟办事时也更方便。”

李辰阳告诉李老伯， 他的小弟能否预设意定监

护人， 首先要评定他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即他能否正确表达委任监护人的意思能力。 而基于

李老伯小弟的身体情况， 可能需要借助于司法鉴定

来辅助判定， 他的意识是否清楚， 还是仅仅只是交

往性障碍。 “在确认有设立意定监护能力后， 我们

还要就他的具体情况， 和他委任的监护人沟通， 来

制定意定监护协议的具体内容。” 李辰阳表示， 每

个申请人的意定监护公证都要根据其家庭背景、 个

人需求来定制法律方案。

李辰阳告诉记者， 由于在法律上， 意定监护受

托人的监护权行使优于法定监护人。 随着上海老龄

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以及意定监护的知晓度不断扩

大， 越来越多的老人来办意定监护， 占意定监护办

理量的 80%以上。

其实， 意定监护的需求并不局限于

老年群体， 2017 年实施的 《民法总则》

第 33 条规定， 监护关系不再受限于血

缘、 婚姻、 收养， 所有成年人可以自由

指定监护人， 只要你信任他。 于是， 越

来越多有需求的人从中看到了希望。 在

李辰阳办理的意定监护公证中， 中青年

也不在少数。 从 2015 年开始试水意定

监护公证业务至今， 李辰阳和他的同事

们已经做了超过 300 份意定监护文书，

在上海公证行业遥遥领先。

不久前， 有两对中年夫妇走进了李

辰阳的接待室。 “他们是典型的 ‘三

孤 ’ 家庭 。” 李辰阳告诉记者 ， 所谓

“三孤” 就是指中年夫妇上无父母、 自

身是独生子女 、 孩子也是独生子女 。

“这样的家庭对未来风险的预防往往更

为重视。” 李辰阳说， “爱自己， 适用

民总第 33 条， 关爱孩子， 就得适用民

法总则第 29 条了。”

向李辰阳申请意定监护的两对夫妇

中， 两位男主人都是同一家律师事务所

的律师。 “之前看到有律师同行发生猝

死， 所以联想到自己， 很怕万一夫妻双

方发生意外后， 孩子没有可靠的人照料。”

两名申请人表示， 基于多年同事间的信

任， 加之双方家庭情况都很相似， 他们愿

意互为意定监护人。“意定监护让两个家庭

和个体之间实现了互助。 ”李辰阳回忆说，

当时的意定监护公证做得非常细致， 对各

种场景都进行了预设， 签署了一系列的文

件。 “比如夫妻双方都发生意外，启动意定

监护，对未成年子女进行监护。但若有一方

健在，则意定监护不启动。”李辰阳说，意定

监护还对财产等进行了细致的规划， 确保

失去双亲的未成年人得到最好的庇护。

而这样 “未雨绸缪” 式的意定监护还

发生在同居生活伴侣以及来沪工作的年轻

人身上。 因为对于这些人群来说， 一旦发

生急需做手术的情况， 一个家属签字的要

求就成为困扰他们的最大绊脚石。 当家人

不方便立即出现签字时， 身边的意定监护

人往往就成为最及时的助力。

除此之外， 对于创业的年轻人而言，

有时会就公司的表决权指定意定监护人，

合伙人常常是首选。 这也是对公司的保

护， 就是防止创始人发生意外时， 公司会

因为缺乏决策者而出现停摆。

老年人成意定监护

最大需求群体

意定监护申请人群扩大至中青年

我愿将余生托付给你
上海成办理意定监护公证最多城市 相关法律法规亟需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