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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上频繁出现见危不救的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社会

公德和道德伦理，也触及了法律底线。因此，从法理学角度对见危不救行为进行深入思考，对

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见危不救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道德伦理、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而

从法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为相关立法和司法实

践提供理论支持。

社会现实背景

学术研究背景

研究背景和意义



研究问题

本文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见危不救行为的

法律性质是什么？见危不救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构

成犯罪，应该如何定罪量刑？如何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有效规制见危不救行为？

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通过法理学思考，探讨见危不救行为的性质、

责任及法律规制等问题，为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理

论参考。

研究目的和问题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对见危不救行为进行深入研

究。

研究范围
本文的研究范围主要限定在见危不救行为的法理学思考上，不涉及其他相关领

域的研究。同时，本文主要以中国现行法律为研究对象，探讨见危不救行为的

法律规制问题。

研究方法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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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见危不救是指当他人处于危险境地时，有能力救助而不予救助的行为。这种行为

涉及到道德、法律等多个层面的问题。

分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见危不救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如根据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可分为

故意不救和过失不救；根据危险来源可分为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和人为因素等。

见危不救的定义和分类



见危不救违背了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即人类应当具有

同情心和互助精神。在道德上，见危不救被视为一种不负责

任、冷漠自私的行为。

道德基础

法律是社会秩序的保障，要求公民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见

危不救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触犯法律，如当行为人负有法定救

助义务时，其不救助行为可能构成违法或犯罪。

法律基础

见危不救的法理学基础



民事责任

如果见危不救行为导致他人损害，行为人可能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如赔偿损失等。这要求

行为人具备过错（故意或过失）且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刑事责任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见危不救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如遗弃罪、不作为犯罪等。这通常要求

行为人负有法定救助义务且其行为导致了严重后果。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包括刑罚处罚，

如监禁、罚金等。

行政责任

对于某些特定职业或公职人员，如警察、医护人员等，他们在执行职务时负有法定救助义

务。如果他们见危不救，可能会受到行政处分或纪律处分，如警告、记过、降级、撤职等。

见危不救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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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义务的来源01

道德义务根源于人的社会属性和共同利益，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期望和

要求。

见危不救与道德义务的冲突02

在特定情况下，见危不救可能违背了个人的道德义务，因为救助行为可

能涉及到个人安全、时间、金钱等方面的付出。

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的关联03

尽管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在内容和强制力上有所不同，但二者在维护社

会秩序和促进公平正义方面具有共同目标。因此，见危不救行为在违反

道德义务的同时，也可能触犯了法律义务。

见危不救与道德义务的关系



法律责任的产生需要具备主体、行为、

结果和因果关系等要件。对于见危不

救行为，需要具体分析行为人的主体

资格、行为表现、结果以及行为与结

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等因素。

根据行为人的具体表现和法律规定，

见危不救行为可能涉及民事责任、行

政责任或刑事责任。例如，如果行为

人因故意或过失导致他人损害而未能

采取救助措施，可能需要承担民事责

任；如果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行政管

理法规，可能需要承担行政责任；如

果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则需要承

担刑事责任。

对于见危不救行为的法律责任追究，

需要遵循法定程序和证据规则。同时，

如果行为人存在免责事由，如不可抗

力、紧急避险等情形，可以免除或减

轻其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 见危不救行为的法律
责任类型

法律责任的追究与免
责事由

见危不救与法律责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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