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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

    第一款　

    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

或者 ，

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第四十一条规定

    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

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

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

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的

“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



案例

    父母对于成年子女的抚养是有条件的，即限于不能独立生活的情形，但并不禁止父母

对不属于“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之外的子女自愿或通过约定的方式承担抚养义务。来看

以下案例：

    唐某与代某曾系夫妻关系，婚后于2002年1月生育一女唐小某。后双方因夫妻感情破裂

于2016年11月24日在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约定由代某抚育婚生女唐小某，唐某每月付

给唐小某抚养费1000元至其完成学业止。唐小某于2020年10月9日入学就读于重庆市某职业

学院，预计2023年6月30日毕业。2022年2月，唐小某以唐某在离婚后未支付抚养费为由诉

至法院，请求判决唐某一次性支付2016年11月24日至2020年1月期间未付抚养费38000元及

从2020年2月起按月向唐小某支付抚养费1000元至其完成学业时止。唐某辩称，唐小某已年

满18周岁，不同意支付唐小某就读大学后的抚养费。



案例分析

       法院经审理认为，唐某与代某离婚时已明确约定唐某支付唐小

某抚养费至其完成学业时止，而唐小某年满十八周岁时就读于重庆

市某职业学院，尚未完成学业。因夫妻双方就离婚中财产分配、子

女抚养等事项达成的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其中抚养费给付

期限超过子女十八周岁的约定亦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对双

方具有约束力，子女可以依照离婚协议书的内容要求一方支付抚养

费，故法院对唐小某关于唐某支付其年满十八周岁后尚未完成学业

期间的抚养的请求予以支持。遂判决唐某支付唐小某2016年12月至

2022年8月的抚养费23812元以及2022年9月1日起每月支付唐小某抚

养费1000元至唐小某完成学业时止。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八条  

    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
权利和义务。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
害的，父母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对未成年子女侵权赔偿的问题进行了规定，与侵权责任编中的法条相呼应：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应当赔付的费用先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财产中支付，不足的部分由监护人赔偿。也就是说，未成年子女侵权后，主要的赔

偿责任还是由父母承担。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八条  

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
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
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



案例：5岁娃荡秋千撞伤7岁娃，谁来担责？

    2022年4月9日19时，7岁女童花花在小区儿童乐园与同伴奔跑追逐，经过秋千活动区

域时，被荡秋千的5岁女童朵朵撞伤，致花花眼睑裂伤。事故发生时，双方监护人均不在

场。

    事发后，朵朵家人将朵朵带离现场，未主动与花花的监护人联系，也未将花花送医

治疗。

    事后，因眼睑裂伤，花花被其家人带往医院进行眼睑结膜裂伤缝合术。拆线7日后，

花花眼部缝针处的疤痕，被医院诊断为增生性瘢痕，需进行激光治疗，并定期用药。经

核算，花花妈妈支付医疗费8464.05元，自费购买医疗修复药品与产品花费4704.62元。

    事故后第8天，朵朵的监护人向花花妈妈转账1700元医疗费，因双方无法就赔偿款达

成一致意见，花花妈妈将朵朵及其父母诉至法院，要求朵朵父母支付医疗费、交通费、

营养费、误工费、后续治疗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130754.64元。



案例分析

• 龙华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未年满8周岁，均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不

能预见自身行为可能存在的危险，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本次碰撞应属意外，与

双方监护人监护不到位有关，事故责任应由双方监护人承担。

• 综合考虑双方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法院最终酌定花花监护人、朵朵监护人分

别承担40%、60%的责任。

• 关于花花护理费、交通费等诉求，法院结合本案证据，依法计算出护理费为1680元

（14天×120元/天），交通费420元（14天×30元/天），并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 综合上述事实，花花因事故实际造成损失合计15268.67元，朵朵监护人应承担60%的损

失，共9161.2元，扣除1700元，还需向对方支付医疗费、护理费等赔偿款项共计

7461.2元。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

    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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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缺乏劳动能力”是指父母因身体原因、年龄原因等不能胜任劳作，进而失

去谋生手段，或者即使有谋生手段却不能有效覆盖生活、医疗等支出。“生活困难”则进一

步明确了入不敷出或者老本、积蓄不足以维持生活的状态。“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

难”，二者有其一，即可向成年子女主张赡养费用。



案例：赡养协议

    陈家夫妇育有一子三女。2017年，两位老人与长子签订《供奉养老协议》，

协议约定二老的遗产由长子继承，长子负责二人生前身后一切事。可是几年后，

其长子称因经济困难且在外经商，无法负担相应费用，亦无力提供日常照料。

    2023年，陈父因病住院，由三姐妹贴身照料，赡养费用中增加的高额的医疗

费也部分由三姐妹支付。

    一边是日益累积的医疗费用，另一边是受协议所“约束”的赡养义务。陈父以

一纸协议书将长子告上法庭，请求长子履行赡养义务，支付全部赡养、医疗等费

用。被告认为，四子女应各自承担四分之一的赡养费用，且原告已产生的费用均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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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为第三人，并邀请家事观察团参与庭审、发表

意见。

    有人认为，根据农村习惯，父母的赡养义务多由儿子负担，财产也由儿子继承，该赡养协议

的签订符合农村地区的传统习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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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四子女均应承担老人的赡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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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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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仍有疑义，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过桥头法庭法官的判后释

法和中院调解员的充分调解，当事人最终服判并撤回上诉。

法院审理



    赡养协议可以由各个赡养人签订（经老年人同意，赡养人之间可以就履行赡养义务

签订协议），也可以由老年人与单个赡养人签订（老年人要求与赡养人签订赡养协议的，

应当签订赡养协议）。赡养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公序良俗和老年人意愿的，该

赡养协议有效，赡养人应按约定竭尽全力履行赡养义务。但是，赡养属于法定义务，赡

养协议中关于由部分赡养人履行全部赡养义务的约定无效，且该约定在部分赡养人无力

承担全部赡养义务时亦违背公序良俗。

    老人尚有财产，可以不支付赡养费、医疗费吗？

    赡养义务属于法定强制性义务。我国法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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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父母只要符合“缺
乏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的条件之一，成年子女就应给付赡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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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父母未满60岁，并非老年人，成年子女也有赡养义务吗？

        女子王某一个人将女儿小王养大，现小王已成家立业，王某倍
感欣慰。然而，王某在一次送外卖途中不幸摔伤右腿，导致右踝关
节活动功能部分丧失，造成残疾。王某因腿部残疾无固定工作，近
年仅能通过饲养鸡、鸭获取微薄收入，生活困难。48岁的王某要求
小王履行赡养义务，小王却以母亲未满60岁、不是老年人为由拒绝
赡养。
    2024年3月，王某诉至法院，要求小王每月支付赡养费1000元。

    王某虽未满60岁，但系残疾人，其确因残疾缺乏劳动能力，导致
生活困难。小王作为王某已成年的女儿，具有赡养父母的能力，应履
行赡养义务，故王某有权主张赡养费。赡养费应包括生活费、医疗费
等必要费用，数额应根据父母的需要程度、当地物价水平、子女的负
担能力等因素确定。王某并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仍可通过养鸡等轻
体力劳动获得一定收入，结合王某身体状况、当地生活消费水平、子
女赡养能力等因素，酌定由小王每月支付赡养费600元。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九条 

    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

父母离婚、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子女对父母

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

解读：该法条对应着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

同时也明确了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是法定

的，不会因为父母离婚、再婚而终止。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条  

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解读：父母、子女均为法定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享有相互继承的权利。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以及有

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因此，“私生子”也拥有法定继承权。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条  
    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

    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

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

养费。



案例

       2017年12月3日至25日，肖女士和尹先生曾试婚同居。2018年1月，肖女士告诉尹

先生她怀孕了，双方协商中断了联系。同年9月，肖女士生育了阿宝。2019年6月，肖女

士将尹先生告上法庭，要求判令双方的非婚生子阿宝归肖女士抚养，尹先生支付抚养费

等。

       对此，尹先生不同意，拿出了一份弃养协议，给出孩子与自己没有关系的四个理由：

       第一：他不确定和孩子有血缘关系。

       第二：他跟肖女士商量好了不要这个孩子，是肖女士私自产下孩子。

       第三：他给了肖女士一部分金钱补偿。

       第四：他在肖女士怀孕期间与她签订了弃养协议。



案例分析

“弃养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庭审中，法院委托鉴定部门对尹先生和阿宝进行了亲子鉴定，确认了双方的亲子关系。针对这

份弃养协议，尹先生认为肖女士生育子女未经他同意，且已经向肖女士支付了补偿费用，另外双方

已经签署了弃养协议，所以无需承担抚养义务。对此，肖女士否认协议的落款签名是自己所签，这

一份弃养协议的内容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该案中，尹先生这份弃养协议违反了国家的强制性法律规定，因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具

有法定义务。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  
    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者歧视。

    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

父亲再婚后，小陈就搬到奶奶家和奶

奶一起生活。多年后父亲去世，继母

找到在外打工的小陈，要求支付赡养

费。小陈对继母有赡养义务吗？

       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存在关系，是基于父母一方再婚而产生的，这种关系初始状态是一

种婚姻关系。如果因为共同生活的法律事实，形成拟制血亲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

与自然血亲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相同。但如果无直接抚养关系，即因为父母婚姻状

况的改变而形成的婚姻关系，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是没有法定的权利义务的。

       因此，本案当中关键要看继母对继子女，也就是本案当中的小陈是否尽到了抚养和教育

的义务。如果有抚养和教育的义务，与小陈之间就形成了拟制血亲，小陈应当依法尽

到赡养义务。反之，则不需要进行赡养。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三条  
    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父或者母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

    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成年子女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亲子关系。

    请求确认或否认亲子关系的主体包括两类：一是父或者母；二是成年子女。
    ①亲子关系的确认：父或者母以及成年子女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并提供必

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法院可以认定确认亲
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②亲子关系的否认：父或者母向法院起诉请求否认亲子关
系，并已提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法院
可以认定否认亲子关系一方的主张成立。



案例：

    石某（男）与付某（女）于2008年3月28日登记结婚，2010年9月10日儿子小石出生。

2022年2月21日，石某与被告付某经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小石由原告石某抚养。2022年7

月3日，某法医物证司法鉴定所作出DNA鉴定意见书，鉴定：支持付某为小石的生物学

母亲；排除石某为小石的生物学父亲。石某于是向法院起诉请求否认亲子关系。试问，

本案中石某发现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可以否认亲子关系并请求赔偿吗？

案例分析：

    就本案而言，石某发现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可以依法否认亲子关系。付某不履行

夫妻相互忠诚的义务，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与他人生子；石某对小石没有法定的抚养义

务，故石某请求被告付某返还抚养费的主张，于法有据。因此，作为无过错方向人民法

院请求离婚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与子女之间无血缘关系并不

存在抚养义务，无过错方向法院提起返还相关抚养费的请求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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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第一千零五十五条  夫妻在婚姻家庭中地位平等。

第一千零五十六条  夫妻双方都有各自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

第一千零五十七条  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

不得对另一方加以限制或者干涉。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九条  

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

需要扶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

有要求其给付扶养费的权利。



案例：

    老郭与彭女士结婚十多年，系重

组家庭，彭女士与前夫育有一子小彭。

后彭女士身患疾病，为了方便照顾，

便在儿子小彭家中生活，自此彭女士

和老郭分居。彭女士因病未参加工作

没有收入来源，老郭在某公司上班有

稳定的收入，彭女士要求老郭给付扶

养费，老郭认为彭女士的一切开销有

小彭支出，拒绝给付给彭女士任何费

用，彭女士无奈向法院提起诉讼，请

求法院判决老郭每月向自己支付生活

费2000元。

案例分析：

    法院在审理本起扶养纠纷后认为，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九条规

定，夫妻之间具有相互扶养义务，彭

女士与老郭是夫妻关系，依法负有相

互扶养的义务。彭女士没有收入来源，

老郭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彭女士有要

求老郭给付扶养费的权利。结合老郭

的收入水平以及其将至耄耋之年，也

需要人照顾，且彭女士有亲生子女，

酌定判决老郭每月给付彭女士扶养费

800元。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条  
    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

事法律行为，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但是夫妻

一方与相对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夫妻之间对一方可以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1、权利主体

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为夫妻双方共同享有，在处理日常家

庭事务时互为代理人。

2、权利存续期间

存在以法律承认的夫妻关系为前提。

3、权力行使要求

（1）夫妻任何一方在日常家事范围内与第三人发生法律关系时，可以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另一方的名义或者夫

妻双方的名义进行；（2）家事代理权行使的范围仅限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产生的民事法律行为”。何为家庭

日常生活需要？共同生活的费用、抚养教育子女的费用、赡养老人的费用等等都属于日常生活范畴，而像处分

房产、巨额贷款或者其他具有人身属性的行为，一般都不会认定为属于日常家事范畴；（3）家事代理权不得对

抗善意第三人。举个例子，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向外举债，即便另一方并不知情，债权人仍旧

可以要求其配偶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这也是在保障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小黄与小郭是夫妻，婚后共同购买商品

房，由于小郭收入远高于小黄，对购房做出

贡献较大，于是房子登记在小郭名下。后来，

小郭欠了大量赌债，被逼无奈，没和小黄商

量就直接找了买家签了房屋买卖合同。未过

户之前被小黄发现，于是小黄极力劝阻，但

小郭不听，认为自己是一家之主，且房屋登

在自己名下，自己能做主，买家也坚持要继

续交易。小黄无奈诉至法院，请求撤销买卖

合同。

案例分析：

    案例中所涉的房子为婚后夫妻二人共同购买、

共同使用、共同共有，小郭独自卖房，已经超出

了家事代理权的范围。

    《民法典》出台前，《婚姻法》中并没有家

事代理权的相关规定，因此判决依据的是民法里

处分共有财产的规则，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小

郭擅自卖房的行为是无权处分，房屋买卖合同对

小黄不生效。现在《民法典》规定了家事代理权，

处理此类案件的时也可以根据家事代理权，确认

小郭私自出售夫妻共有房产的行为不属于“家庭

日常生活需要”，超出了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小

黄可以据此向法院请求撤销房屋买卖合同。



这需要分情况来看：

①如果买房人对小郭私自出售房屋不知情，属于善意第三人，那房屋过户后小黄

就不能主张要回房屋，但小黄可以找小郭追讨赔偿；

②如果买房人明知房屋属小郭夫妻共有依然与小郭签房屋买卖合同，办过户手续，

这就不属于善意购买。即使完成过户，小黄仍可主张合同无效要回房屋。因为买

房人不属于善意第三人，不能用善意取得规则对抗夫妻之间的家事代理权。

将案例的条件改变一下：假设小黄发现时房屋已经过户，她还
能主张合同无效要回房屋吗？



《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一条  

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解读：基于夫妻之间的身份关系，配偶与父母、

子女并列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而且，配偶继承财

产时，首先要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唯有确定

了配偶的遗产范围，才能进一步对继承份额进行分

配。

    也就是说，一对夫妻之中一人去世，家中属于

共同财产的房屋、存款等有二分之一属于在世的一

方；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如果另有父母二人、子女一

人，那么在世的配偶可以继承剩余二分之一共同财

产的四分之一，以上合计夫妻共同财产的八分之五。



    案例：

    唐某某（男）与陈某某系再婚，并办理了

结婚登记手续。婚后，唐某某、陈某某及其与

前妻生的女儿陈小花共同生活。陈小花后更名

为唐小花。后唐某某意外死亡。陈某某处理了

其的丧葬事宜。

    在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共同赡养了唐某某

的奶奶，奶奶将一套房屋公证赠与并过户给了

唐某某。现在唐某某去世，其弟弟搬入前述房

屋，并进行了房屋产权证明的挂失登记，认为

陈某某无权继承唐某某遗产，遂起诉至法院。

    案例分析：

    本案中，唐某某与陈某某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并提交证据证明。唐弟虽不认可但无相反证据推翻；

并且，唐某某与陈某某曾经以夫妻名义对外出租该

房屋，陈小花亦更名为唐小花。综上所述，可认定

唐某某与陈某某系夫妻关系，唐某某与唐小花系继

父女关系。而被继承人唐某某去世前未订立遗嘱，

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处理。继承开始后，配偶和子女

可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

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被继承人唐弟占据该房产

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故原告陈某某诉讼请求应予以

支持。房屋由陈某某和唐小花继承，唐某某的弟弟

限期搬出。



其他近亲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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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四条

    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

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

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

的义务。

    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

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

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的义务。



法条解读：

    未成年人与老年人都属于法律特别关照的主体对象，有专门的法律进行保护，这也

符合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家庭生活伦理一以贯之的要求。家庭生活承担着养老育幼的责

任，一旦出现父母双亡或者无力抚养未成年子女的情况，祖孙之间的直系血亲关系便成

为最密切的家庭关系。祖孙之间相互扶助，既是尊老爱幼的道德准则，也是法律规范的

基本要求。当然，需要履行该义务的前提是，未成年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

老年人子女死亡或者子女无力赡养。

    综观该法条，始终强调了一点，那就是，承担责任的一方需要“有负担能力”。隔代

之间的法定赡养、抚养义务，需要以能够负担该义务的物质条件为基础。而且这个物质

条件也有一个限定条件，那就是必须在满足自己和第一顺位抚养权人的基本需求之后仍

有余力。也就是说，在满足自己和配偶、父母、子女的生活支出、医疗、教育需求之后，

收入尚有剩余，则应当负担抚养、赡养隔代血亲的义务。



案例：

    杨某（男）与谢某（女）于2017年登记结

婚，婚后于2019年育有一女名为小花。杨某的

父母早亡，谢某的父母均健在，身体健康且已

退休，退休金丰厚。2021年杨某与谢某外出发

生车祸，杨某当场死亡，谢某受伤严重并丧失

劳动能力。年幼的小花无人照顾，无人抚养。

于是谢某请求其父母，也就是谢父和谢母，抚

养、照顾小花。

    在这个案件中，大家认为谢父和谢母有抚

养小花的法定义务吗？谢某的请求能够得到支

持吗？

案例分析：

    小花时年2岁，是未成年人；小花的父亲杨某已

经去世，小花的母亲谢某丧失劳动能力无法抚养小

花；小花的外祖父母已退休且退休金丰厚，有抚养

能力。上述情况都符合民法典规定的祖父母、外祖

父母对孙子女、外孙子女履行抚养义务的三个条件：

（1）孙子女、外孙子女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无力抚

养。

（2）祖父母、外祖父母有抚养能力。

（3）孙子女、外孙子女未成年，且生活困难确有接

受抚养的必要。

    故小花的外祖父母负有法定的抚养小花的义务，

谢某的请求能够得到支持。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五条  
    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弟、妹，有

扶养的义务。

    由兄、姐扶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

兄、姐，有扶养的义务。



案例

邓大娃年满20岁时父母相

继生病去世，留下年仅5岁

的弟弟邓二娃和自己相依

为命。

邓大娃挑起了家庭重担，供养弟弟

读书一直到大学毕业，在弟弟有了

体面的工作后，邓大娃才成家。

邓大娃妻子因身体原因不能生育，二人

并无子女。妻子因病去世后邓大娃也没

有再婚。如今，70岁的邓大娃丧失了劳

动能力，遂要求邓二娃扶助他。邓二娃

经济实力尚可，但认为自己没

有扶助哥哥的义务，拒绝了

邓大娃的要求。



案例分析：

    一般而言，弟、妹对兄、姐是没有扶养义务的，但在特定情况，兄弟姐妹之

间也会产生扶养义务：

一是弟、妹由兄、姐扶养长大；

二是弟、妹有履行扶养义务的能力；

三是兄、姐缺乏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

    就邓大娃的情况看，邓二娃是由他扶养长大、供养读书成才的，而且邓二娃

也具有一定的经济负担能力，因此有义务扶养丧失了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哥哥。



感谢观看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