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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喷药超边界
操作不当连带赔偿

女性遭遇婚内侵权 以法为盾捍卫权益

隐瞒真相销售“泡水车” 构成欺诈三倍赔偿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雷书彦
　　
　　购买二手车不到半年，发现座椅竟有生锈痕
迹。面对消费者的质疑，经营者却一口咬定车辆没
有涉水，保险公司出险系骗保行为。车辆是否为泡
水车？经营者是否涉嫌消费欺诈？近日，重庆市第
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车辆泡水引发的买
卖合同纠纷案件。
　　法院查明，某伍公司是一家从事汽车租赁和
销售等业务的中介公司，李某系公司唯一股东，李
某与刘某系夫妻关系。刘某将刚买来不久的“泡
水”二手车放在某伍公司销售。2022年6月，周某某
通过网络平台看到某伍公司员工发布的涉案车辆
的推广宣传视频，该视频表示车辆无泡水。
　　试车后，周某某与某伍公司员工就购车款几
经协商达成一致。因刘某欠原某伍公司员工贺某
款项，周某某（乙方）便与贺某（甲方）在某伍公司
签订了《车辆收购（买卖）协议》，约定成交价格为
98000元。该协议还约定：如发现该车有重大事故、
泡水、火烧等，甲方必须立即无条件全额退还乙方
购车款98000元，并赔偿乙方直接及间接经济损
失，负相关法律责任。之后周某某支付购车款并将
案涉车辆变更登记在自己名下。
　　几个月后，周某某发现座椅有生锈痕迹，通过
微信询问某保险公司，某保险公司出险记录显示

“车辆进水，本车损”，事故时间为2022年6月3日。周
某某电话询问某伍公司员工，员工表示车辆没有泡
水，出险是骗保行为。后涉案车辆经查博士二手车交
易服务平台与北京某二手车鉴定评估公司进行检
测，结果均系“泡水车”。周某某遂以某伍公司、贺某
为被告提起诉讼，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购车款并赔偿
三倍价款及损失。某伍公司则认为，车辆登记人、签
订合同、收款及获利均不是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合同签订方贺某不是
车辆的原车主，现有证据不能认定贺某对车辆泡
水状况知情。因贺某的行为不构成欺诈，故对周某

某要求支付三倍赔偿的请求不支持。周某某不服
一审判决，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
中，涉案车辆一直以某伍公司的名义进行销售宣
传，周某某在车辆买卖过程中均是与某伍公司的员
工协商，周某某与贺某签订的二手车买卖协议也是
某伍公司制作的合同模板，合同签订地、提车地点
均在某伍公司的经营场所。贺某作为某伍公司原员
工签订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某伍公司员工贺
某出售案涉车辆的相关行为及法律后果应当由某
伍公司承担。某伍公司作为专门经营二手车的公

司，应当在出售前对车辆的修理、事故等情况进行
核查，如实宣传并告知消费者。刘某将刚购买不久
的“泡水车”放在某伍公司，其配偶作为公司唯一法
定代表人应当知晓该情况，其公司员工也应明知。
某伍公司明知为“泡水车”，却在销售过程宣传车辆
无泡水，同时在签订合同时也未将车辆情况如实告
知给购买方，在周某某发现车辆存在问题后，也未
将车辆情况如实告知，构成欺诈。
　　据此，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某
伍公司、刘某连带退还周某某购车款98000元，连
带赔偿三倍车价294000元。

　　所谓消费欺诈，是指在消费领域，经营者故
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
诱使对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而与之订立合同。一
旦认定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就会支持消费者退
一赔三的诉求。
　　随着消费者对汽车消费的理性化、个性化和
环保意识的提升，二手车消费逐渐成为一种重要
的汽车消费方式。二手车经营者在交易时，应当
如实向买方提供车辆的使用、修理、事故、检验以
及是否办理抵押登记、缴纳税费、报废期等涉及
车辆安全性能以及车辆价值的信息，否则将侵犯

消费者的知情权及选择权。消费者最终决定是否
购买二手车辆，是在考虑车辆性能的所有因素以
及交易价格后所作出的综合决策，是否发生过重
大事故是影响买方最终决策的重要因素。二手车
是否为泡水车，一般消费者缺乏辨别的专业知识
和技术手段，仅凭车辆外观和直观难以辨别，经
营者更应该积极主动披露。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
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
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

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
五百元。”本案中，案涉车辆在宣传、试车、协商价
格、签订合同、提车等一系列过程中出售方隐瞒车
辆因泡水进行过重大维修的情况，构成消费欺诈，
依法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该案例严厉打击了二手车交易市场不诚信
行为，有利于引导二手车经营者在二手车交易
时，积极主动披露二手车使用、修理、事故、安全
性能等信息，净化消费环境。同时，也提醒二手车
消费者要仔细了解车辆的维修记录，降低购买风
险，以期获得满意的购车体验。

构成消费欺诈应当退一赔三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徐志杰 郑璐燕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玻璃幕墙反射阳
光而引起的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案件。
　　2021年12月，由某房产公司承建的某建筑通过竣工验收备案，该建筑
外立面整体选用玻璃幕墙材质。王某于2009年购买的涉案房屋位于该建
筑所在地块东侧，与该建筑隔一条马路。自该建筑建成后，每天太阳光会
经玻璃幕墙长时间反射至涉案房屋客厅内。王某曾与某房产公司协商，某
房产公司也为涉案房屋客厅的窗户进行贴膜处理，但王某认为反射光线
并未得到有效减弱。于是，王某将某房产公司告上法庭，要求某房产公司
停止侵权，对玻璃幕墙进行改造或者将涉案房屋客厅改造为厨房等区域；
若无法停止侵权，则赔偿房屋贬值损失及修复费用共32万元。案件审理过
程中，王某经咨询后得知，若将涉案房屋客厅现有窗户玻璃更换为低透玻
璃，能够有效减轻反射光影响，更换费用约为6.5万元，因此王某变更诉讼
请求为要求赔偿损失6.5万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为相邻污染侵害纠纷。法官现场勘查并结合王
某提供的照片、视频证实，太阳光经玻璃幕墙反射至涉案房屋的事实客观
存在，且影响时间较长、光线较为明亮乃至刺眼，已超出了公众普遍可以
容忍的程度，对王某的正常居住、生活造成了影响，故某房产公司应承担
侵权责任。因更换涉案房屋客厅玻璃显然更为经济、合理，且王某主张的
损失金额符合低透玻璃的市场价格。综上，法院判决某房产公司赔偿王某
损失6.5万元。
　　一审宣判后，某房产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目
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法官表示，民法典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
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本案中，被
告某房产公司修建的玻璃幕墙所反射的强光已超出了一般公众普遍可容
忍的范围，对原告王某的正常生活已造成影响，因此被告应承担相应的民
事责任。法官提醒，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的
精神，正确处理安全、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
的，应当及时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玻璃幕墙反光扰民
诉请赔偿获得支持

漫画/高岳

婚内不忠构成重婚
精神损害赔偿五万

　　在现实生活中，婚姻关系的维系往往面临诸
多挑战，尤其当一方存在违背婚姻忠诚义务的行
为时，更容易引发法律纠纷。部分当事人在婚姻存
续期间未能妥善处理夫妻关系，甚至发展出与他
人的不正当关系，最终导致婚姻破裂，并衍生出法
律责任问题。
　　吴女士与周先生于1983年11月7日登记结婚，
婚后生育两女。在两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周先生
与文某发生了不正当男女关系，甚至公然与文某
以夫妻名义同居，并生育一子，导致夫妻感情破
裂。吴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并由周先生
向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5万元。
　　集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周先生与他人
以夫妻名义同居，文某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
夫妻名义同居，均已构成重婚罪。法院准予双方离
婚，对周女士作为无过错方要求其支付精神损害
抚慰金5万元的诉求予以支持。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
　　承办法官表示，在涉及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时，
必须以离婚为前提，同时，需要一方有过错行为。
如果一方有过错，但并未导致离婚或虽离婚，但离
婚的原因并非过错方的过错行为导致的，则不能
适用。如果过错方实施了包括重婚、与他人同居、
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及有其他重大
过错等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违法行为，并由主张
一方对过错方存在的重大过错行为、重大过错行
为与离婚之间的因果关系、遭受的损害负举证
责任。
　　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以夫妻双方中的
无过错一方为限，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
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过错行为直接
作用于无过错一方以外的家庭成员时，主张赔偿
的权利主体仍为无过错方。若夫妻双方均存在过
错行为，则均无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
　　物质损害赔偿则以全部赔偿为原则，人民法
院应当根据过错方的过错程度、造成的损失大小
等确定赔偿数额。精神损害赔偿则应当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予以综合认定。

离婚协议已经生效
仍可主张精神赔偿

　　在实践中，离婚案件中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
裂，是人民法院准予或不准离婚的依据。部分当事
人在婚姻存续期间未能妥善处理夫妻关系，在离

婚后仍要为其过错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林女士与洪先生于2008年9月2日登记结婚，
并于2009年9月15日生育一子。2019年7月29日，双
方因夫妻感情破裂，签订《离婚协议书》并办理离
婚登记。林女士在双方离婚后的一年内，向法院提
起诉讼。她主张洪先生在婚姻存续期间违背夫妻
忠实义务，其出轨行为导致夫妻感情完全破裂，要
求前夫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3万元。
　　思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洪先生与婚外
第三人长期同居导致婚姻破裂，给林女士造成了
较大精神上的痛苦及心理压力，并由此直接导致
双方离婚，综合洪先生行为方式、过错程度、承担
责任的能力、对受害方所造成的损害等因素，酌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为1万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法官表示，林女士与洪先生婚后感情融洽、
收入稳定，并共同养育一个孩子。双方本应用心
经营、相互扶持、为家庭和孩子共同努力，营造
和谐美满的家庭环境。然而，洪先生在婚姻存续
期间与婚外第三人长期同居，他的行为不仅违
背了基本的道德准则，也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
导致婚姻破裂。本案中，洪先生作为已婚男士与
婚外异性同居，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并给林女
士造成了精神上的痛苦和心理压力，应当予以
赔偿。

家暴导致婚姻破裂
施暴方需付抚慰金

　　生活中，婚姻本应是幸福生活的起点，而家庭
暴力却让生活蒙上阴影，成为无数受害者的噩梦，
当受害者鼓起勇气请求离婚和赔偿，法院会如何
判决呢？
　　张女士与左先生于1990年7月5日登记结婚，
1989年生育一女。婚后双方也曾琴瑟和鸣，但一切
美好幸福随着左先生对张女士及女儿的施暴行为
化为泡影。张女士和女儿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忍
无可忍的张女士提起离婚诉讼，要求左先生向其
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
　　思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左先生对张女
士使用暴力，具有重大过错，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法
定离婚情形，准予双方离婚。同时左先生的暴力行
为严重伤害了张女士的人格尊严，给其带来精神
痛苦，酌定左先生应赔偿张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8
万元。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就该项判决内
容提起上诉。
　　法官提醒，家庭暴力是施暴者对被施暴者人
身权利的侵犯，不但与家庭伦理背道而驰，而且严
重违反国家法律，情节严重者涉嫌犯罪。因此，对
家暴行为绝不能漠然视之，更不能熟视无睹、听之

任之。如果你正在遭受家庭暴力，请勇敢拿起法律
武器，向公安和法院求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方对自己的伤害。

婚生女需长期照料
婚姻解除应有补偿

　　婚姻关系的维系不仅依赖于感情基础，还涉
及经济、家庭责任的共同承担。然而，在现实生活
中，夫妻之间因家庭事务产生矛盾乃至诉诸法律
的情况并不少见，尤其当婚姻关系中涉及重大疾
病、财产分配等问题时，更容易引发法律争议。
　　周女士和柯先生于2013年登记结婚，婚后生
育一女，女儿罹患重病。双方因琐事争吵不断，柯
先生提起诉讼要求离婚。周女士不同意离婚，并表
示如果判决准予离婚，则要求分割共同建造的房
产，并由柯先生支付劳务补偿、经济补偿、精神损
害赔偿。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周女士和柯先生婚前
感情基础薄弱，人民法院于2016年判决不准离婚
后，双方一直分居至今，故准予双方离婚，并判决
柯先生向周女士支付离婚损害赔偿、经济补偿、经
济帮助。但认为案涉房产尚未办理产权，故对周女
士要求分割案涉房产的主张，不予处理。周女士不
服，提起上诉。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关于
双方婚姻关系解除、婚生女抚养、离婚时经济补
偿、经济帮助和损害赔偿的认定均无不当，予以
维持。
　　就讼争房产，考虑婚生女患病需要长期照
料，周女士名下亦无其他房产等因素，结合案涉
房产建造的资金来源于夫妻关系存续及同居期
间。故认定讼争房产为双方共同建造，周女士对
讼争房产享有合法权益，虽然该房产尚未办理
权属登记，周女士无法取得所有权，但仍应保护
其使用权，故支持周女士要求对该房屋享有使
用权的请求。

□ 本报记者   张淑秋
□ 本报通讯员 杜凡
　　
　　当下，我国女性的家庭地位、职业地位、
社会地位均得到提高，但是受到传统观念以
及各种因素的影响，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行
为仍时有发生。在婚姻家庭纠纷中涉及妇女
权益保护的案件不在少数，家庭是社会构成
的最小单元，如何维护家庭和谐关系到社会
安定，如何更好地保护婚姻家庭中妇女的权
益关系到女性的身心健康、孩子的健康成长
和家庭的和谐幸福。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
了一系列婚姻纠纷案件，涉及重婚、家庭暴
力、离婚后损害赔偿等情形。《法治日报》记者
从中择取几个案例，希望通过以案释法提醒
广大女性在婚姻中遇到侵权行为时，要善于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 本报通讯员 杨光 曹红坤
　　
　　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一起专门针对老年人的保健
品诈骗案，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赵某等3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
月，罚金三万元。
　　2021年3月至8月间，被告人赵某、朱某、梁某伙同他人通过将食品冒充
药品，谎称能够治疗疾病的方式骗取多名老年被害人钱款共计26万余元。其
中，赵某、朱某负责场地租赁、进货、收款等工作，梁某负责担任讲师并冒充
医生。案件审查起诉阶段，3名被告人在家属协助下共同退赔了涉案钱款。
　　据被告人供述，销售人员会提前根据已获取的老年人信息，给老年人
拨打电话，以免费看病、领取礼品等名义带老年人参加被告人在酒店等地
方组织的讲座。他们提前了解了老年人患有的疾病，并提前告知冒充专家
的梁某，以此形成梁某是“神医”的假象，进而推销“华佗龟灵丹”“心脑一
体通”等产品，导致多名老年人被骗。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朱某、梁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
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三被告人共同诈骗老年人财物，法院
依法从重处罚。鉴于三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且
已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依法对三被告人从轻处罚。
　　据此，法院作出如上判决，在案扣押的钱款发还各被害人。

　　法官庭后表示，保健品诈骗是涉老诈骗犯罪较为常见的类型，不法分
子通常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的心理需求，以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为诱饵，
吸引老年人参加“健康讲座”“专家义诊”等活动，再以“祖传秘方”“偏方疗
法”“神医神药”“特供药品”等为噱头，虚构或夸大产品功效，诱骗老年人
购买天价保健品。在此提醒广大老年人，应谨慎购买保健品，不轻信夸大
其词的宣传，购买前咨询医生或家人的意见，并查看产品的批准文号和生
产厂家。一旦发现被骗，应及时报警处理，并提交相应证据材料。

冒充专家开设讲座
专骗老人被判刑罚

□ 本报记者   刘中全
□ 本报通讯员 牛敬良 王洪林
　　
　　近日，吉林省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因无人机喷药致邻地作
物受损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曹某在其地块上种植水稻，邻地王某种植黄豆。2023年7月，王某雇佣
窦某使用无人机对其种植的黄豆田喷洒农药，窦某带领张某对黄豆田实
施喷药作业。一周后，曹某发现其种植的水稻出现死亡现象。经鉴定，造成
水稻死亡的原因为无人机喷洒农药所致。双方就赔偿数额未达成一致意
见，曹某起诉至法院，要求王某、窦某、张某赔偿损失7万余元。
　　一审法院综合案件事实及各方过错，判决承揽人窦某、张某与定作人
王某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王某不服一审判决，向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
　　四平中院经审理认为，王某雇佣窦某对其种植的黄豆田喷洒农药，两
人之间系承揽合同关系。根据现有证据及鉴定报告，能够认定曹某水稻田
受损系王某雇佣窦某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所致。张某不具备无人机操作
资质，却与窦某共同操作无人机实施喷药作业，造成曹某权益遭受损害，
且两人共同实施的喷药行为与曹某种植的水稻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
系，窦某、张某作为侵权主体应对曹某权益受损后果承担赔偿责任。在无
人机已广泛应用于农业领域的情况下，王某选择使用无人机为其种植的
作物喷洒农药的方式并无不妥，且在作业前向具备无人机操作资质的窦
某指明了作业边界，王某作为承揽合同关系中的定作人，在定作、指示、选
任方面均不存在过错，对承揽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造成第三人权益受损
的后果不应承担侵权责任，遂判决承揽人窦某与张某连带赔偿曹某7万余
元，定作人王某不承担赔偿责任。目前，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承办法官表示，随着现代农业的飞速发展，无人机已广泛应用于植保
领域，成为新质生产力和新兴产业的典型代表。但有时因无人机从业者操
作不当，也容易对周边农作物造成损害，产生不必要的损失。因此，在实施
作业前，操作方应提前了解作业区域农作物种植情况，做好风险评估，采
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在操作过程中，应由专业人员严格依照操作规程进行
作业，并充分考虑天气、风向、时间等综合因素，从源头上防范和减少涉农
侵权纠纷。

●

●

●

民法典相关规定

第一千零八十七条 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
据财产的具体情况，按照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第一千零八十八条 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
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
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第一千零九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

（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

反家庭暴力法相关规定

第二条 本法所称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
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五条 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权行为的目的、方式、场合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理诉讼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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