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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伸 服 务 给 出 司 法 建 议
为进一步让当事人感受到司

法的便捷与高效，让居民“零距
离 ” 感 受 司 法 公 正 ， 主 动 融 入

“ 共 建 共 治 共 享 ” 社 会 治 理 新 格
局，金山区法院采取巡回审判的
方式，在案发社区开庭审理该案
并当庭宣判。庭审结束后，主审
法官在现场进行判后答疑，针对
物 业 常 见 法 律 问 题 开 展 普 法 讲
座，以案释法。法官还提醒业主，
应当对自身安全尽到必要注意义
务。感应门虽然能够“感应”，但

也应当预留合理的时间通过，物业公
司一般要求业主步行通过感应门，如
业主骑行电动车通过，往往容易因车
速过快、无法触发感应装置进而导致
发生安全事故。“这是我第一次在现
场观看法院审理案件，不仅感受到法
律 的 威 严 ， 还 学 到 很 多 法 律 知 识 ，

‘家门口的巡回审判’，来得值！”社
区居民李先生表示。

结案后，金山区法院就本案反
映出的问题，向物业公司发出司法
建议，建议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

提供者，定期对公共设施设备进行
检测和维修，并将维修情况通过微
信消息、张贴公告、设置警示牌等
形式及时告知业主，避免因公共设
施 缺 陷 造 成 业 主 人 身 和 财 产 损 害 。
同时提示物业公司进一步提升服务
水平，明确职责分工、完善管理体
系，对物业监管范围的事项指定专
人进行检查，及时整改潜在的安全
隐患，并将整改结果予以通报，做
好管理和安全保障工作，避免类似
事件再次发生。

经过梳理，法官提炼出两个核心
争议焦点：一是物业公司是否违反安
全保障义务？二是双方过错责任该如
何划分？

依据民法典第九百四十二条规
定，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
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
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
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
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

主的人身、财产安全。本案中，小区门
禁系统明显属于业主共有部分，是业主
出入小区必须使用的公共设施，物业公
司应当按照该公共设施的使用性质，确
保门禁系统运行安全、便捷。

另外，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
十八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
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
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
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物业公司对于小区内
的公共设施负有法定或约定的管理义
务，因此可以参照适用上述安全保障
义务的相关规定。当然，这种管理义
务是有限的，应当与物业公司的受益
情况、风险控制能力、物业费收费标
准、采取防范措施的成本与遭受损失
的比例等多方面因素相匹配。

法院审理后认为，物业公司作为事
发小区的管理与服务者，应
当 采 取 有 效 措 施 保 障 感 应
门 的 安 全 运 行 。 物 业 公 司
明知感应 门 损 坏 却 没 有 及
时 维 修 ，反 而 用 绳 子 绑 住
感 应 门 ，使 其 长 期 处 于 敞
开 状 态 ，以 实 际 行 动 放 弃
原 有 的 感 应 入 户 方 式 ，采
用 直 接 入 户 方 式 ，造 成 业
主 误 解 。 在 业 主 习 惯 了 直
接 入 户 方 式 后 ，物 业 公 司
对 感 应 门 进 行 维 修 ，在 未
通 知 居 民 的 情 况 下 重 新 启
用 感 应 门 ，导 致 周 女 士 发
生 损 害 。物业公司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存在明显过
错 ，是 事 故 发 生 的 主 要 原
因。同时，周女士作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
身安全尽到审慎注意义务，
事发时周女士车速过快，是
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

侵权责任划分应考虑权责相符

业主撞到感应门致伤起诉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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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山区法院：物业公司未尽安保义务存在明显过错须担主责

□ 本报记者 陈 凤 本报通讯员 周 惠 黄璨然

为了方便管理、便利业主出行，越来越多的小区选择启用智能

门禁系统。智能门禁系统在优化业主居住体验的同时，也给物业的

管理水平递上了一份更高难度的“试卷”。近日，上海市金山区人民

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小区物业公司管理不善引发的业主受伤案。法

院在判决中明确了物业公司对业主的安全保障义务，指出感应门

属于小区公共设施，物业公司重新启用感应门却未通知业主，造成

业主受伤，未尽到告知、警示义务，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

意外发生时，业主的车速过快，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最终，法院

判决物业公司对业主的损失承担 70%的赔偿责任。本案对处理小区

内公共设施致损案件具有指导意义，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物业公司

规范服务标准，维护居民合法权益，促进和谐共治。

物业公司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构成不作为侵权
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案件一

般由公共设施缺陷或故障引发，
而本案较为特殊，作为公共设施
的感应门在发生故障期间未引发
业主受伤，反而在维修后次日引
发业主受伤。

物业公司明知感应门损坏却
没 有 及 时 维 修 ， 反 而 用 绳 子 绑
住 感 应 门 ， 让 业 主 采 用 直 接 入
户 方 式 进 出 小 区 。 从 法 理 上
看 ， 绑 门 期 间 虽 然 未 发 生 安 全
事 故 ， 但 是 物 业 公 司 的 维 修 延
迟 系 引 发 本 案 通 知 义 务 的 先 行
行 为 。 先 行 行 为 是 侵 权 领 域 中
作 为 义 务 的 来 源 之 一 ， 物 业 公

司 基 于 其 怠 于 维 修 和 绑 门 的 先 行
行 为 ， 在 重 新 启 用 感 应 门 时 负 有
警 示 、 通 知 业 主 的 义 务 。 物 业 公
司 未 通 知 即 启 用 感 应 门 是 事 故 发
生 的 主 要 原 因 ， 法 院 据 此 认 定 物
业公司未尽安全保障义务。

当然，物业公司的安全保障义
务应当限制在合理限度内。何为安
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法律法规
对经营者、管理者、组织者从事特
定活动有具体规定的，如违反该具
体规定，通常可以作为认定未尽安
全保障义务的重要依据。

在没有法律法规对安全保障义
务作出具体规定时，应当从以下四

个方面进行考虑：义务人对危险导
致损害发生的合理预见；潜在受害
人对义务人的合理信赖和期待；义
务人客观的危险控制能力；履行安
全保障义务的合理成本。

本案中，被告作为事发小区的
物业公司，应当合理预见重启感应
门的风险，且履行告知、警示义务
的成本未超过合理比例。因此，物
业公司对于公共设施的安全保障义
务范围，不应局限于定期检修公共
设施，还应当包含在合理预见风险
的范围进行通知、警示的义务，未
履 行 上 述 义 务 导 致 业 主 发 生 损 害
的，构成不作为侵权。

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不作为侵权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纪格非

周女士是某小区的业主。一直
以来，她所居住小区的大门都是采
用感应方式开启。2024 年 3 月，小
区的感应门发生了故障。此后，为
方便小区居民进出，物业公司用绳
子绑住感应门，让大门一直处于敞
开状态。时间久了，小区业主也习

以为常，进出门时经常骑电动车直接
通过。

一个月后，小区的感应门修好了，
物业公司在没有告知业主的情况下重新
启用感应门。事发当天，下班回家的周
女士从外部进入小区，感应门因前面有
人刚刚进入而处于敞开的状态。看到门

处于敞开状态的周女士以为门还被绳子
绑着，于是疾驶进门。不料，在经过门
口的一瞬间，感应门突然关闭，周女士
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导致肋骨骨折。事
后，周女士将小区物业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物业公司承担其医疗费、营养费、
误工费等共计 1万余元。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
进程的加速，居民对物业管理的服
务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
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管理，加强对
物业服务的有效监督，成为社会治
理的新课题。本案中，法院依法审
查物业公司对业主的安全保障义
务，保障业主的合法权益，进一步
明确物业公司的责任义务，为物业
公司服务的有效运作提供行为指
引，同时也提示了业主自身的安全
注意义务。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物业公
司的安全保障义务范围。这一范
围既涉及法定义务，亦更多地体
现在合同义务中。例如，物业服
务合同对物业公司的安全保障义

务 约 定 较 高 标 准 时 ， 从 合 同 约 定 ；
物业服务合同对物业公司的安全保
障 义 务 没 有 约 定 或 者 不 甚 明 确 时 ，
则根据物业服务人应当承担的法定
安全保障义务作出认定。判断物业
公司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一般
要审查其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或合同
要求、是否符合行业一般规范、是
否尽到了一个善良管理人应尽的义
务。除此之外，还要综合考虑物业
服 务 的 受 益 情 况 、 风 险 控 制 能 力 、
物业费收费标准、采取防范措施的
成本与遭受损失的比例、受保护对
象自身情况、对危险源可预见能力
等多方面因素。

本案中，物业公司对小区公用
设施进行实际控制和管理，其明知

业主已习惯直接入户的方式，主观
上应当合理预见该公共设施会对具
有 近 邻 性 的 潜 在 受 害 人 带 来 危 险 ，
客观上也能够采取措施防范危险的
发生和损害的扩大，却未采取防范
措施，且该不作为对损害结果发生
了作用力，即可认定为未尽安全保
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积极
融入社会治理，在案发社区就地开
庭 、 现 场 普 法 ， 让 庭 审 “ 进 社 区 ”

“进楼宇”，真正将法律服务送到群
众“家门口”，并在案后向案涉物业
公 司 发 出 司 法 建 议 ， 通 过 “ 抓 前
端、治未病”，实现“强治理、促和
谐”，助力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凸显
法治宣传实效。

图为巡回审判现场。 陆烨波 摄

综上，法院认定，在本次感应
门伤人事故中，物业公司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应当对周女士的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因周女士自身也存

在过错，依据法律规定可以相应减轻
被告物业公司的赔偿责任。最终，法
院 依 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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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相关规定，在核定周女士损失后，判
决物业公司对周女士损失承担 70%的
赔偿责任。

物 业 与 业 主 互 指 对 方 担 责
本案庭审过程中，周女士与物

业公司对事故发生的责任划分产生
了严重分歧，双方围绕物业管理责
任与业主注意义务展开争辩。

原告周女士认为，事故前感应
门长期损坏，物业公司没有及时进
行维修，反而用绳子绑住感应门让
其处于敞开状态，居民们都习惯了
感应门是长期敞开的状态，误以为

进出小区自此不再采用感应形式。事
发当天，自己并未收到任何重新启用
感应门的通知，从外面进小区时，看
到大门处于敞开状态，便习惯性地认
为门还是用绳子绑着的，所以才选择
直接骑电动车通过小区大门。

被告物业公司则辩称，事发前一
天，小区感应门刚刚修好，还没来得
及 通 知 全 体 业 主 ， 就 发 生 了 本 案 事

故。监控显示，其他业主通行感应门
时均触发感应装置，足以说明事发当
天感应门并无故障。业主周女士受伤
的原因是其车速过快，如果周女士减
速慢行进入小区，完全可以正常触发
感应装置，就不会因感应门关闭造成
此次事故。

庭审现场，原、被告双方寸步不
让，案件审理一度陷入胶着。

王王 杉杉 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