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婚登记以后给付的

彩礼是属于女方个人财产

还是夫妻共同财产？ 新疆

库尔勒铁路运输法院近日

就审理了这样一起离婚纠

纷案件。

男方小王（化名）和

女方小董（化名）是一对

90 后小夫妻， 双方于

2020 年 7 月登记结婚，

2020 年 12 月举办婚礼，

2021 年 5 月生育一子，婚

后双方感情尚可，但随着

孩子的出生，小王和小董

以及双方家庭多次因为

琐事发生争执，导致小董

带着孩子回了娘家生活，

分居数月后双方一直未

和好。 于是，小董向法院

提起离婚诉讼请求判决

双方离婚，并依法处理孩

子的抚养权、分割夫妻共

同财产。 庭审中，小王提

出双方登记结婚后，举办

婚礼前几天，给小董及小董父母支

付了彩礼共计 160000 元， 其中有

100000 元小董存在自己的个人账

户上，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予以

分割， 小董则认为 160000 元是小

王给自己的彩礼，其中 60000 元已

用于双方举办婚礼时的支出，剩余

100000 元为自己的个人财产，不应

当予以分割。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诉争的

100000 元是男方给付女方的彩礼，

因婚约给付彩礼是一种赠与行为，

具有男方及男方家人对特定的女

方及女方家人经济补偿的

身份特质， 并非赠与夫妻

双方， 不论彩礼是登记结

婚前还是登记结婚后给

付， 彩礼均不属于夫妻共

同财产，女方将 100000 元

存于自己个人名下， 婚姻

存续期间内也未将该财产

与夫妻共同财产混同，也

明确不同意将彩礼用于夫

妻共同生活， 现双方已结

婚三年有余，育有一子，不

符合退还彩礼的法定条

件， 故法院对小王分割小

董名下的存款 100000 元

的主张不予支持。

此案一审判决后，双

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目前判决已生效。

在决定彩礼是否返

还时，应当以是否缔结婚

姻关系为主要判断依据。 给付彩礼

后如果已经结婚的，原则上彩礼不

予以返还，只有在双方共同生活时

间较短、彩礼数额过高或者给付人

因给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的几种

情形下才可以酌情予以返还。 结婚

是人生中重要且美好的经历，但婚

姻也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在结婚和

离婚时均应当理性看待彩礼，既不

能假借婚姻勒索彩礼，也要在离婚

时妥善处理好彩礼问题，让婚姻始

于爱，让彩礼回归“礼”。

（来源：《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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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儿防老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 在农村有很多家庭，儿子继承家产，也

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女儿出嫁后则成了外人。 儿子继承财产，女儿就可以

不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吗？ 近日，永嘉法院受理了一起赡养纠纷案件。

儿子继承财产，女儿可以不履行赡养义务吗？

永嘉陈家夫妇育有一子三

女。早在 2017 年，陈家两位老人

就与长子陈某签订《供奉养老协

议》， 协议约定日后遗产由陈某

继承，二人生前身后一切事务也

由陈某负责。 但是没过几年，陈

某便称自己因经济困难且在外

经商， 无法负担相应赡养费用、

无力提供日常照料。

2023 年，陈父因病住院，只

能依靠三个女儿贴身照料，并支

付部分高额的医疗费。陈父见儿

子陈某耍赖气愤难当，一纸诉状

将其告上法庭，要求履行赡养义

务，支付全部赡养、医疗等费用。

被告陈某认为，四个子女应

各自承担四分之一的赡养费用，

另外陈父生病花费的医疗费用

可以用其此前代收的房屋租金

及养老补贴金支付，故不应向其

主张。

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依职

权追加陈家三个女儿为第三人，

邀请家事观察团参与庭审。该案

引发了家事观察团成员大讨论，

有人认为，该赡养协议的签订符

合农村地区的传统习惯，根据农

村养儿防老的习俗，老人赡养义

务大多由儿子负担，财产也由儿

子继承，协议内容也是当事人双

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应按照协

议分配赡养义务，即由长子完全

负担；也有人认为，赡养协议的

签订不能免除其他人的赡养义

务，且现实情况与协议签订时已

发生变化，故四子女均应承担赡

养老人的义务。

最后， 法院经审理认为，赡

养属于法定义务，不能因当事人

约定而被免除。赡养的方式既可

以是赡养人与被赡养人共同生

活直接履行赡养义务，也可以是

采用提供相应费用的形式承担

经济责任。 考虑到原被告签订

《供奉养老协议》的初衷、被告继

承的财产，以及庭审中第三人均

表示愿意承担部分赡养义务，且

三人在日常有照料老人生活、提

供精神慰藉等行为，为合理分配

赡养义务，法院酌情判决赡养费

用由长子承担 70%，三姐妹各自

承担 10%。

一审判决后，被告陈某仍有

疑义，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上诉。经过一审法官的判后释

法和中院调解员的充分调解，陈

某最终服判并撤回上诉。

子女赡养父母， 既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法律明

确规定的法定义务。 父母是否

留有财产给子女并非是赡养老

人的前提条件， 即使赡养协议

约定财产由特定子女继承，并

由其承担全部赡养义务， 也不

能免除其他子女的赡养义务。

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

的， 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

难的父母， 有要求成年子女给

付赡养费的权利。 本案中原告

已达高龄，缺乏劳动能力，即使

其确有财产可以支付部分赡养

费、医疗费，其成年子女也应履

行赡养义务。

（来源： 政法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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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一快递员手机不慎

掉落在马路上被出租车碾坏，

快递员要求出租车司机赔偿

未果，报警。怎料报警后，交警

判定出租车无责，快递员闻言

愣在原地几秒，后当街崩溃大

哭， 怒斥交警：“怎么这样子

啊！ 把我手机碾坏了，还说是

我的错！ ”

网传视频显示，一名快递

员手机掉在马路上被出租车

碾坏，交警赶到现场处理。

交警询问快递员：“有人

碰到你吗？ ”

快递员连忙解释：“没有，

但是……”

话还没说完， 交警说道：

“没有人碰到你！ 你手机掉在

地上！ 人家这个车子正常行

驶，这个哪看得到？ ”“掉在地

上被别人压坏了，反而是你的

责任！因为这个在交通法律上

叫驾驶电动自行车未固定随

身物品！ ”

快递员又解释道：“我都

叫他停了！ 他没有停下来！ 知

道吧。 ”

交警不慌不忙， 又说道：

“车子哪能立马停下来？ 车子

是有惯性的，先生！ ”

快递员闻言急了：“他没

有， 他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

思！我真的有叫他停！”后听交

警说，出租车无责，再次理论

未果，愣在原地几秒，后当街

崩溃大哭，怒斥交警：“交警

怎么这样子啊！把我手机碾坏

了，还说是我的错！ ”

该事一时间引起热议，网

友纷纷表态，有网友说，虽然

快递员生活可能不容易，但是

同情归同情，是谁的错就是谁

的错， 不能因为同情颠倒是

非，支持交警。

但是也有人说，交警的理

由有些牵强，快递员都让出租

车司机停了， 出租车司机不

停，也有过错。

那从法律上该如何看待

此事呢？ 交警说的对吗？ 出租

车要不要承担责任？

律师： 手机被碾坏

快递员也有责任

首先，出租车将快递员的

手机碾坏，快递员要求出租车

司机赔偿，属于财产损害赔偿

纠纷。

适用《民法典》第 1165 条

规定规定的一般过错原则，

即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

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也就是说， 具体到本案，

虽然是出租车将快递员的手

机碾坏的，但是出租车司机要

不要承担责任，关键是看出租

车司机有没有过错。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的规定，司机负有对路况注意

义务，如果出租车确实是正常

行驶，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

快递员的手机或者快递员的

求助，不存在任何过错，自然

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反之， 如果司机已经注

意到或者应该注意到快递员

的手机或者快递员的求助，

而选择视而不见， 这种情况

下司机就存在过错应当承担

一定的责任。 当时到底是什

么情况， 不能仅凭当事人的

口述确定， 还需要根据其他

客观情况综合判断。

其次，《民法典》 第 1173

条规定， 被侵权人对同一损

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

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快递员未妥善保管好自己的

手机， 导致自己的手机掉落

在马路上， 同样对手机的损

坏负有责任。 换句话说，即便

是司机需要承担责任， 也不

是全责。

因而这也再次提醒广大

朋友们，出门在外，一定要妥

善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避免

不必要的损失。

（来源： 零度时评）

快递员骑车时手机掉落，被出租车碾坏后要求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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