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情况下， 第一次向法

院提起离婚诉讼， 对方坚称夫

妻感情并未破裂不同意离婚，

又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应当判决

离婚的情形， 法院通常不会判

决准予离婚， 当事人往往要等

待禁诉期满后第二次向法院提

起离婚诉讼。

而从司法实践来看， 诉讼

离婚中会有一些特殊情况。

第一种情况， 一方身患重

疾， 可能多次不判离。

虽然法律没有规定一方患

重病另一方不得离婚， 一方长

期患病事实上会给配偶一方带

来繁重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压

力， 由此导致夫妻感情破裂也

不足为奇， 但当健康的配偶一

方主张离婚时， 如果身患重病

的一方坚决不同意离婚， 要通

过诉讼离婚就可能颇费周章。

当然， 这样的现状未必合

理。 因为我国法律对夫妻之间

的扶养义务有明确的规定， 同

时还规定如果离婚时一方生活

困难， 另一方应从其个人财产

中给予对方适当的帮助， 但是

这种保护不能是无限度的保

护， 更不能是过度保护， 还要

综合考虑婚姻另一方当事人行

使婚姻自由的权利。

第二种情况， 起诉后又撤

诉相当于未提起诉讼。

在司法实践中， 有些案件

原告经历了四次甚至是五次的

离婚诉讼才被法院准予离婚，

究其原因， 不乏存在以撤诉作

为案件结果， 或者以调解和好

作为案件结果的情况。

第三种情况， 对方逃避出

庭， 法院也能判离。

我们知道， 一般到了离婚

诉讼阶段， 双方的矛盾已经显

而易见， 所以一方起诉， 另一

方是否愿意应诉也存在不确定

性。 但并不是说被告不出庭，

原告就无法解除婚姻关系， 离

婚诉讼中即使被告一方不出

庭， 在两次或者三次离婚诉讼

后法院仍会判决双方解除婚姻

关系。

由于 《民法典》 规定， 经

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 双

方又分居满一年， 一方再次提

起离婚诉讼的 ， 应当准予离

婚。 这表明， 只要满足两个条

件就应当判决离婚： 其一， 已

经起诉离婚一次； 其二， 经判

决驳回后分居已满一年。

如果希望达到尽快离婚的

目的， 有以下几种方法可以参

考： 第一， 在起诉离婚之前，

已经与对方分开居住。 这里需

要注意分居不是 “分床不分

房”， 因为这样很难举证证明，

导致法院不认可分居的事实。

第二， 启动离婚诉讼后， 谨防

被法官 “说服 ” 撤回离婚诉

请。 因为 《民法典》 规定判离

的条件之一是起诉被 “判决驳

回”。 第三， 禁诉期满后及时

提起离婚诉讼。 虽然法律没有

规定禁诉期满需要立即提起离

婚诉讼， 但在司法实践中， 法

官往往会通过原告提起离婚诉

讼的 “及时性” 来判断离婚的

态度是否坚决， 从而判断双方

感情是否破裂。 第四， 保证准

确的送达地址。 虽然送达文书

是法院的义务， 但法院也是根

据原告提供的地址对被告进行

送达的， 如果原告一方想要达

到尽快离婚的目的， 应尽量配

合法院提供被告准确的送达地

址， 以保证送达和开庭的有序

进行， 以免造成拖延。

离婚诉讼中的特殊情况

虽然法律没有

规定禁诉期满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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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 但在司法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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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签订合

同， 往往伴随协商和合同文本

修改的过程， 有些人基于怕麻

烦的心理， 或者对合同文本重

视不够， 在最后的签字环节会

通过邮寄、 托人捎带等方式，

由一方先签字确认， 然后另一

方再补上签字。

而多年执业的经验告诉我

们， 合同如果不是双方当面签

署， 很有可能埋下风险。

大型的商场、 超市就其柜

台或商铺对外进行招租是一种

常见的经营方式。

甲商场是一家全国性的商

场， 经营各类百货。 在乙市的

甲商场将一柜台租赁给李先生

经营眼镜店 ， 每月租金 5 万

元， 租期 3 年。

在第一个合同周期内， 李

先生一直按期支付租金， 双方

合作并未发生争议。 合同到期

时， 甲公司招商部将新的为期

三年的租赁合同邮寄到了该眼

镜店， 之后便收到了被寄回的

签有李先生姓名的合同 。 但

是， 第二个合同周期刚开始没

几个月， 李先生的眼镜店就再

也没向甲商场支付租金， 甚至

在第五个月后的某一天， 该眼

镜店突然人去店空了。

商场无奈只能向法院起

诉， 要求李先生支付拖欠的租

金 25 万元， 合同约定的违约

金 25 万元。

令人诧异的是， 李先生坚

称其在第一份租赁合同到期后

并没有与甲商场续签过合同，

第二份租赁合同上的字不是他

签的。

最终， 法院就租赁合同上

的签名进行了鉴定， 结论是第

二份租赁合同上的签字确实不

是李先生签的。

根据我们对该案调查后获

知的情况， 实际上很可能在第

一个租赁周期内， 李先生就已

经把眼镜店转让给了黄先生经

营， 合同到期后是黄先生以李

先生的名义与商场续签了租赁

合同。

然而， 由于黄先生已经下

落不明， 这一切都无法证实。

本案的结果可想而知， 承租方

因在签约环节的疏忽大意而蒙

受了损失。

本案中， 出租方甲公司的

问题在于其在租赁合同续签

时， 对租赁合同承租方的签约

人并没有进行核实， 只是把合

同邮寄到眼镜店而已， 这就为

合同的续签留下了漏洞。 如果

在合同续签时， 甲公司能认真

核实签约者的身份当面进行签

约， 就可以避免这样的损失发

生。

因此对于合同来说， 内容

的斟酌固然重要， 但最后签约

环节确保当面由本人签署， 也

是确保合同效力的关键。

合同应当注意“当面签署”

对 于 合 同 来

说， 内容的斟酌固

然重要， 但最后签
约环节确保当面由

本人签署， 也是确
保合同效力的关

键。

出于好意无偿地为他人做好

事， 比如请朋友或者邻居搭自己

的顺风车， 将自己用不到的东西

赠送给需要的人， 将自家新鲜的

蔬菜水果送给邻居品尝， 在他人

处于危难之际提供救助等等， 可

以统称为 “好意施惠”。

如果好意施惠达到了预想的

结果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当然是

皆大欢喜的好事。

但有时， “好意施惠” 也可

能会发生坏的结果， 无偿接受服

务或得到物品的人因该服务或者

物品而受到了人身或者财产损

害， 比如搭顺风车的人因为交通

事故受到身体伤害， 因获赠物品

有瑕疵使得接受物品的人受到身

体或者财产损害等， 这些情况下

双方可能会产生纠纷， 这种情况

下该如何认定责任呢？

我国法律对这种由 “好意施

惠” 发生损害的责任承担问题，

大致来说分三种情况作出了规定

的。

第一种情况， 实施对他人的

紧急救助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

只要不是故意造成， 行为人不承

担赔偿责任， 其损害只能由被救

助者自己负担。

比如， 在他人落水、 突发疾

病等生命健康处于十分危急的情

况下， 普通人出手相助， 往往容

不得过多思考， 救助中也可能会

出现问题， 但是对于被救助者来

说， 有人施救总比没人出手要好

得多。

另一方面， 救助者自己也往

往要冒一定的风险， 比如下水救

落水的人。 为了对这种行为提供

支持和鼓励， 我国 《民法典》 第

184 条明确：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

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 救助

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当然， 这不

包括以救助为名故意造成他人损

害的情况。

第二种情况， “好意施惠”

在仅有一般过失的情况下造成受

惠人财产损害的， 不承担赔偿责

任。

根据 《民法典 》 第 897 规

定： “保管期内， 因保管人保管

不善造成保管物毁损、 灭失的，

保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但

是， 无偿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不承担赔偿

责任。”

这条规定虽然针对的是无偿

保管财产的 “好意施惠” 行为，

但在其他类似的情况下， 笔者认

为也可以类推适用这一规定， 即

只要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对

造成的损害无须承担赔偿责任。

比如李某无偿为朋友王某修

理家用电器， 由于技术不精， 造

成了一台价值千元的电视机报

废， 只要 “好意施惠” 人李某不

具有重大过失， 在法律角度就没

有赔偿责任。

第三种情况， “好意施惠”

人在具有一般过失的情况下造成

受惠人生命权、 健康权损害的，

应当减轻 “好意施惠” 人的赔偿

责任， 如果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造成损害则和一般侵权承担相

同的责任。

我国 《民法典》 第 1217 条

首次对 “好意同乘” 发生事故的

责任承担问题作出了规定： “非

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

偿搭乘人损害， 属于该机动车一

方责任的 ， 应当减轻其赔偿责

任， 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和

重大过失的除外。”

这里的损害当然主要是指自

然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损害。

因为生命权、 健康权是非常重要

的权利 ， 即使是 “好意施惠 ”，

也必须要注意保护。 但是， 考虑

到是无偿做好事的行为， 如果仅

存在一般的过失， 应当适当减轻

其赔偿责任。

而对于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的情况， 则和一般侵权行为承

担同样的责任。

笔者认为， 该规定也可以类

推适用于 “好意施惠” 造成受惠

人生命权、 健康权损害的其他情

况。

“好意施惠” 虽然主要是为

了他人的利益而不求回报地单方

付出， 法律规定了在造成损害的

情况下， 相对于有偿服务和提供

物品承担比较轻的责任， 这符合

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

但是从 “好意施惠” 人的角

度来说， 不能因为自己没有收取

费用， 纯属好意的付出， 就忽略

自己的注意义务， 降低了自己的

注意程度。

正如俗话说的那样， 我们不

但要热心做好事， 更需要 “将好

事办好”。

好意施惠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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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降低了自己的

注意程度。

正如俗话说的

那样， 我们不但要
热心做好事， 更需

要 “将好事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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