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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纯经济上损失对日益市场化的中国而言并不是一陌生的事物，市场的迅速扩大，人们经济交往的日益
密切，使得纯经济上损失在日常生活中是如此经常而大量地发生。
甚至会引起连锁的严重后果，以致我们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因此我们应当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来保护
众多的受害人。
然而，也正是由于它发生的频繁，引起的连锁反应是如此的强烈，又使得我们无法不对之予以约束和
限制，划定一定的赔偿范围，以避免损害赔偿责任的无限扩大和诉讼的泛滥化。

  本书试图从纯经济上损失的概念思定入手，立足中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对弛经济上损失的赔偿问题
作一初步的全景式的描述，以发现法律中可能存在的漏洞与不足，并提出可行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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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合同关系或类似合同关系的要求可以限制原告的范围，但也导致侵权法和契约法之间关系的紧张
：一方面，若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的话，是否还有必要让侵权法来解决其间的责任问题?若承认责
任竞合的话，原告则会选择对其有利的责任形式，如侵权责任对远隔性（remoteness）的要求远比合同
法宽松，因为合同法要求责任的承担应基于合理的预见性，而这种预见性要求较高的概率可能性，如
是，则会出现原告规避法律的现象，使得合同法规则的规范目的落。
空；另一方面，若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而被告的行为只是无偿行为，或仅是对与其有合同关系
的第三人作出的话，对被告施加责任又是否合适呢?即让被告对其基于合同作出的行为向合同外的第三
人承担责任是否符合合同法的本意呢?在德国法下发展出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理论，而英美法因为
坚守“合同相对性”原则，不易承认这一点。
　　C. 专门的技能、知识或权威（special skill，knowledge or authority）　　这项要求也是为了限
制Hedley Byrne案的适用范围，以防止它对合同法形成过高的冲击，破坏合同相对性原理的基础，而且
将责任限定于专业人员身上也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可通过责任保险机制来保护自己。
Lord Delvin在Hedley Byrne一案中认为，若被告运用了其拥有的专门技能来帮助另一个人而使之产生信
赖，不论是否有合同关系存在，他都应承担一定的注意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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