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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生病，大家都希望有人能雪中送炭，帮忙照顾一把。然而，近日长沙宁乡市人民法
院审理的一起案子却大不同——在疫情期间照顾生病舅舅的外甥女，反被舅妈起诉了，原
因是“不当得利”，要求其返还舅舅已支付出去的 29 万余元。

赡养与照顾老人期间，免不了涉及一些费用开支。那么，到底如何鉴定“正当报酬”与
“不当得利”呢？我们一起看看这起案件。

要求返还 29万！
外甥女照顾患病舅舅，为何被起诉“不当得利”

案例    

蔡先生和王女士是一对夫妻，

原本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随着

年龄的增长，蔡先生出现了智力、

记忆力减退的症状，言行也变得混

乱起来，经常在家翻箱倒柜，外出

乱走。2019 年 12 月底，王女士前

往海南过年，将蔡先生留在了家中。

可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打乱了王女士所有的计

划，她被困在海南，无法按时返回。

在这个关键时刻，和蔡先生感

情较亲的外甥女小刘主动承担起了

照顾蔡先生的重担，还请了保姆帮

忙照顾。

接下来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蔡

先生的情况日益严重，从最初的健

忘发展到完全无法独立生活。小刘

每天都要忙于打理蔡先生的日常起

居，安排保姆、购买生活物资，还

要处理蔡先生的医疗事务。

之后，王女士顺利返回湖南的

家里，但她没有急着将蔡先生接回

家，而是继续让他留在小刘身边。

直到 2022 年 5月26日，蔡先生被

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老年痴呆

症），同日，王女士将蔡先生接回。

不久后，王女士帮意识不清醒

的丈夫算了一笔账：在小刘照顾蔡

先生两年多的时间内，蔡先生的银

行卡上少了29万余元，而这笔钱正

是被小刘取走的。

王女士认为，这大大地超出了

照顾老人的预算，她不得不怀疑，

外甥女是不是打着亲情的名号谋利。

于是，王女士便将外甥女小刘告上

法庭，要求其返还不当得利。

鼓励善孝行为，酌情降低退还金额

审理本案时，经宁乡市人民法

院调取相关银行流水、医疗费用查

明：2020 年1月至 2022 年 5月期间，

小刘与蔡先生的经济往来包含支付

保姆工资、蔡先生医疗费、生活费

以及为蔡先生儿子支付的医疗费用

等。

小刘从蔡先生处共计取得款项

为 28万余元，其中包括照顾蔡先

生所支出的保姆工资、生活费、医

疗费等各类费用，加上已退还给王

女士的款项，共计17万余元。

那么，剩余的 10 余万元差额算

不算“不当得利”？小刘应当全部退

还吗？

宁乡法院经审理认为，法律有

尺度，司法亦需要温度。蔡先生从

多年前即开始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的

征兆，王女士作为其配偶，应尽到

主要扶养义务，但王女士在 2019 年

12月底前往海南，独留逐渐丧失生

活自理能力的蔡先生在家中。而小

刘作为蔡先生的外甥女，本无法定

赡养义务，但仍在疫情之下承担起

了照顾老人生活起居的重任。所以

在双方矛盾之外，王女士应当看到

并认可小刘在两年半的时间内照顾

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而付出的时

间和精力。

“亲情不应当用金钱来衡量。”

承办法官表示，最终，在差额10万

余元的基础上，法院酌情将小刘需

退还的金额减少为 8万元。

判决生效后，小刘积极退还了

这 8万元。承办法官表示，“本案

中，当事人争议较大，双方互不相让，

所以处理要做到合理、合情、合法。”

考虑小刘照顾亲人的诚心、孝心和

实际劳动付出，法院在判决时果断

减少应退还的部分款项，意在鼓励

这种善、孝行为，进一步在全社会

弘扬“百善孝为先”的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彰显亲情的力量，让案件

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说法    

“不当得利”中也可能存在
部分正当报酬
 胡妍（北京盈科【长沙】律师事务所）

这起案件涉及的一个关键法律概念是“不当得

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不当得

利是指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使他人财产受损而

自己得到利益的行为。在法律上，不当得利的构成要

件包括：一方取得利益，另一方受到损失，取得利益

没有合法依据，以及取得的利益与受到的损失之间有

因果关系。在本案中，王女士主张“小刘取得的29万

余元没有合法依据”，从性质上看，确实属于“不当

得利”。

不过，虽然小刘不具备法定赡养义务，但她的实

际付出不容忽视。她对蔡先生进行看护时，表面上

看没有支出费用，但这种看护活动仍然具有金钱价

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的规定：“护理费

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

定。其中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

算。”湖南可以参考两个标准，如果是医院护工一般

按200-220 元一天计算，如果由亲属护理又没有工

资证明的，按124元一天计算（实务总结）。也就是说，

在这笔 29 万余元的费用里，支付部分正当报酬，实

属合理。

值得提醒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九百八十六条：“得利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取得

的利益没有法律根据，取得的利益已经不存在的，不

承担返还该利益的义务。”也就是说，在“不当得利”

中区分受益人的主观心态是善意或者恶意，能影响返

还财产的范围和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善意的受益人

仅需返还现存利益，而恶意受益人除了返还财产外，

还需赔偿受损方的损失。

花钱就能上名校？升学季警惕这些招生骗局

又是一年升学季，一些不法

分子趁虚而入，利用学生家长“望

子成龙”的焦虑心理，打着“能

人”包办、花钱上名校的幌子实

施诈骗。7月15日，长沙市开福

区检察院和天心区检察院均通报

了与入学有关的诈骗案。

程某和庄某是相识 30 年的

老友。得知程某女儿即将参加

初升高的升学考试，并希望能够

进入名校就读，庄某拍着胸脯

表示，自己与长沙某名校校长有

深厚交情，只要程某女儿中考成

绩达到 620 分并支付 8 万元“疏

通费”，即可确保入学。

随后，庄某在电话联系该校

校长时，遭到明确拒绝。但他在

明知不能实现承诺的情况下继

续编造谎言，以多种理由要求程

某夫妇提供资金。

2023 年 5月1日，庄某与程

某妻子签订了所谓的“初升高服

务协议”，约定由程某夫妇提供

活动资金 8万元，庄某负责程

某女儿中考成绩达到 620 分以

上后直接入读某高中。随后，庄

某虚构陪同校长打牌、进重点

班、提学籍档案等，多次向程某

夫妇索要钱款，累计达 10万元。

甚至伪造了与“退休校长代理人”

的转账记录，谎称已办妥入学事

宜。

2023 年 8月15日，程某及

妻子领取女儿高中入学通知书时

才发现被骗，随即报警。

近日，经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以

诈骗罪判处庄某有期徒刑 4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4万元，责令

退赔被害人全部经济损失。

同样因为孩子读书被骗的还

有黄某。身在昆明的黄某想让孩

子回长沙读书，不了解政策情况

的他为了转学的事到处打听。

2022 年 10月，黄某通过朋

友认识了自称有特殊门路的张

某。张某是一名足球教练，声

称自己有“方法”让黄某的孩子

顺利转入名校，但需要一点“活

动”费用。

黄某信以为真，向张某转账

4万元。不久后，张某从公司离

职，债务缠身的他再次以需要

缴纳“保证金”的名义向黄某索

要1.2万元，并称该笔款项在小

孩入学后可退还。

为了让小孩读书的事早日落

实，黄某继续转账。数月后，张

某主动表示事情已办妥，但想要

进入“重点班”还需向班主任送

礼。为了让黄某深信不疑，张某

用微信小号主动添加黄某，谎称

是“班主任何某红”。在一人分

饰两角的套路下，黄某继续向张

某转账 6000 元。

2023 年 9月4日，黄某带着

孩子来学校报到，发现竟联系不

上“班主任”和张某，询问某重

点中学招生处得知学校根本没有

“何某红”这个人，方知被骗。

最终，经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

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 3

年，并处罚金 2万元，责令退赔

被害人黄某经济损失 5.8万元。

检察官提醒，在子女升学过

程中，家长们应坚持走正规渠

道，警惕任何以“托关系”“走

后门”为由索要钱财的行为，以

免落入诈骗陷阱，造成不必要的

经济损失和心理伤害。同时，也

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营造良

好的教育环境，让每个孩子都

能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公平的教育

机会。

舅妈起诉外甥女，要求返还 29 万余元

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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