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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侵权法因果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难题。
它不仅涉及哲学，也涉及法学；不仅具有深邃的理论性，而且具有极强的实践性。
因此，英国著名学者弗莱明说：“侵权法中再也没有其他问题像因果关系这样困扰着法院和学者。
”    本书共分为十一章。
第一章为因果关系的概述。
在很早的古代哲学中就出现了原因和结果的概念。
对因果关系的研究在哲学史上一直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而绵延不断。
古代的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希腊哲学都对人类因果关系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到了近代，人类对因果关系的研究的重心转入西方近代哲学之中，这期间涌现了众多的名家，他们研
究成果丰硕。
时至当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因果关系观念面临新的挑战，从而使过去曾被大多数哲学家
和科学家信奉的严格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必然性）理论受到质疑，这方面的争论迄今还未有定论。
    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侵害行为（或侵害行为与其他因素结合）与损害事实之间的联系。
侵害行为与其他因素（包括第三人行为、受害人自身因素或自然因素）结合是原因，人身和财产的损
失和损害事实是结果。
侵权法因果关系与哲学因果关系在目的、范围、确定性和判断依据方面各有区别，而侵权法因果关系
与刑法因果关系在保护范围、举证责任、证明程度方面亦不相同。
    本书第二章为普通法中侵权法因果关系理论之研究。
普通法对侵权法因果关系的认定，采用两分法的认定程序，即分为事实原因和法律原因。
事实原因认定分为必要条件和重要因素规则，必要条件（即“若无则不”规则）适用于单一因果关系
，重要因素规则适用于复合因果关系。
错失机会理论是重要因素规则的一个分支，主要适用于医疗纠纷案件。
    在事实因果关系的证明方面，美国侵权法创造了企业责任、市场份额、选择责任、一致行动、不确
定的原告、欺诈市场诸理论，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律原因认定适用直接结果规则和可预见性规则。
前者主要适用于故意侵权行为，后者适用于过失侵权行为。
可预见性规则是侵权法归责理论中的重要规则，是因果关系的权威理论。
可预见性规则的哲学基础植根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它兼具统一性、简洁性和公平性特点。
可预见性规则在判断介入原因是否中断因果关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本书第三章对大陆法中侵权法因果关系理论进行了研究。
大陆法因果关系理论有两种不同指导观点，一为个别性观点，一为一般性观点。
大陆法因果关系理论中的“条件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就是以这两种不同的认识论为基础构建
的。
    德国的条件说分为必然原因理论和有效原因理论。
德国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之所以经久不衰，主要在于：该学说有利于减轻受害人的举证责任；有利于坚
持因果关系的客观性；有利于限定赔偿责任。
但其不足之处在于：该学说的抽象性造成适用的差异性，而且判断标准过于宽泛。
    德国的法规目的说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考方向，并对损害赔偿进行了合理限定。
但德国民法典将侵权法保护的范围进行了明确限定，是典型的限定性侵权构成，而且是一种封闭的严
密的逻辑体系。
由于许多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法规目的和保护范围，法官被赋予更广泛的裁量权，可以通过判例创制
新的规则，对法规未规定的利益进行保护，这样，法官无形中扮演了立法者的角色。
    日本侵权法因果关系理论博采众长，尤其是因果关系证明理论（包括盖然性说、间接反证、经验法
则、疫学因果关系、比例认定说）独树一帜，取得丰硕的成果，值得借鉴。
    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源于德国法，吸收了普通法的部分精华，但未能解决理论内部的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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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冲突问题，同时在价值判断的归责问题上无客观评价标准。
    第四章为两大法系侵权法因果关系理论之比较。
两大法系在政治思想和制度、方法论、司法理念、法律渊源上都不同，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互相
靠拢的趋势。
两大法系在侵权法因果关系理论上有差异性，但也有同一性。
普通法系重实用性和灵活性，但稍逊周延；大陆法系重思辨性和严密性，但不免流于呆板。
两者的同一性表现在：价值判断的同一性、预见主体的同类性、预见标准的相似性、预见结果的通常
性。
    第五章为我国侵权法因果关系理论现状之反思。
我国建国以来到20世纪80年代末，民法理论一直受前苏联民法理论的影响。
目前侵权法因果关系研究正在冲破传统理论的藩篱，朝着两大法系主流因果关系理论（包括近因说和
相当因果关系说）进逼。
立法上和学说上对外国法的继受成了我国多数侵权法研究学者的一致呼声，其争论的只不过是向普通
法系倾斜还是向大陆法系倾斜。
    但我国侵权法因果关系理论仍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如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包括如何看待必然
说、必然偶然区分说，如何看待近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以及价值论（在因果关系认定中越来越
强调价值判断）和因果关系理论内容理解方面的问题。
    第六章为我国侵权法因果关系认定一般原理研究。
侵权法因果关系在责任构成要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果关系与过错及违法性密不可分。
我国侵权法因果关系理论首先要引进两大法系共同认可的“违反注意义务”，以取代“过错”及“违
法性”概念；其次要移植可预见性规则，该规则是因果关系认定的核心。
因果关系认定与违反注意义务认定要达到相互协调。
    第七章为我国侵权法事实因果关系之研究。
事实因果关系的特点是：事实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事实因果关系的必然性表现为可能性、事实因果
关系具有复杂性、事实因果关系具有相互作用性。
事实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包括目的性规则、客观性规则、全面性规则和推定性规则。
    第八章为我国侵权法法律因果关系之研究。
法律因果关系的特点为：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逻辑推理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意志因素与因果态样的统
一。
法律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为：直接结果规则、可预见性规则、可能性规则和衡平规则。
相当因果关系说的可能性规则与近因说的可预见性规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研究不作为侵权中的因果关系时，应注意基于特殊关系产生的义务，而这种不作为是导致损害的原
因。
介入原因中能使原有的因果关系中断，并能有效解脱责任的介入原因被称为“替代原因”。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所为的侵权行为中的因果关系，较难判断。
应以主观意思的关联性或客观行为的关联性作为共同侵权的判断标准，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不符合该标准的为“多因一果”，即侵权人不承担连带责任。
纯粹经济损失是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之外的经济损失，判定纯粹经济损失是否应予赔偿，取决于存在
的因果关系是否过于遥远。
    第九章为我国侵权法原因力否定说研究。
从哲学角度来看，洛克解释了“因果力”的概念；休谟认为“能力”是最高深、最富有争论的问题之
一；恩格斯认为把“力”作为一切现象的原因这样一种观念，在力学领域之外是不适用的。
因此，从侵权法角度来看，为了避免混淆和模糊性，应避免使用原因力的概念，而用“因果联系的强
度”来取代。
共同侵权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其内部之间基本上是平均分担责任。
“多因一果”中应将过错与侵权人行为与损害之间因果联系的强度结合起来考虑，确定侵权人承担的
责任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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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过失中应优先考虑过失程度，再结合侵权人行为与损害之间因果联系的强度，最后确定侵权人应
承担的责任份额。
    第十章为特殊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及证明之研究。
特殊侵权（包括医疗侵权、环境污染、证券虚假陈述、内幕交易、会计师事务所不实陈述、缺陷产品
致人损害、共同危险、抛掷物致人损害）诉讼中的因果关系采取推定的方式，但两大法系证明责任分
配的理论各有不同特点。
我国必须借鉴其有益经验，对现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的一些因果关系条款进行修改，并增加一
些新的因果关系条款。
    第十一章为侵权法因果关系经济分析之研究。
美国侵权法经济分析的理论（包括汉德公式）并非无懈可击，该理论重效率、轻正义，为人所诟病。
侵权法经济分析不能完全取代侵权法因果关系理论，而只能对后者起着拾遗补阙的作用。
    本书在结论中提出了构建我国侵权法因果关系理论体系框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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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物致人损害诉讼中因果关系及证明　　一、共同危险诉讼中因果关系及证明　　二、抛掷物致人损
害诉讼中因果关系及证明　第九节　特殊侵权中因果关系条款的修改和增加　　一、对侵权责任法草
案中因果关系条款的修改　　二、对侵权责任法草案中因果关系条款的增加第十一章　侵权法因果关
系经济分析之研究　第一节　侵权法经济分析理论概述　　一、侵权法经济分析理论之形成　　二、
汉德公式概念　第二节　对侵权法因果关系经济分析之述评　　一、兰德斯和波斯纳的观点　　二、
因果关系否定说之否定　　三、相关疑难案例分析　　四、对侵权法经济分析之评价结论参考文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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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因果关系的概述　　第一节　哲学上因果关系理论研究简述　　一、古代因果关系研究
　　探索事物的原因是人类智慧的本性，在很早的古代哲学中就出现了原因和结果的概念，有的哲学
家把探索事物的因果关系视为最高的目标，古希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找到一个原
因，胜过当上波斯人的国王。
”对因果关系的研究在哲学史上一直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而绵延不断。
作为世界哲学的三个渊源，古代的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希腊哲学都对人类因果关系的研究作出了贡
献。
　　人类有文字论述的哲学思想于公元前20世纪前后最早出现于印度的分散文献“吠陀”中。
古代印度的数伦派提出了“因中有果论”，即结果不过是原因的转变，原因中已包含了结果，或结果
是潜藏在原因中。
原因和结果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状态。
数伦派提出关于“因中有果论”的5条依据，其中无不可作故（不能凭空创造）和随因有果故（因果
同质）表达了万物有因和因果同一的思想。
其中的必需取因故，包含了因果必然对应的思想，是因果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统一。
另外，印度的佛教哲学从逻辑角度研究因果关系问题。
佛教的逻辑学称为因明学，它通过“固之相”研究了原因（理由）与结果（论断）之间的必然联系之
逻辑性质。
首先，它赋予原因以理由、根据的含义，揭示推理过程的因果关系；其次，通过喻的作用来归纳并表
述案因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也以同喻和异喻作为两个探求因果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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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因果关系在自然学科、哲学、法学上都是颇具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
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也是理论难题。
从事侵权法因果关系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
我国对此缺乏系统的专题研究，作者将其作为博士论文，显示了作者的勇气和气魄。
在《侵权法因果关系理论之研究》中，作者在详细分析了普通法的近因理论和大陆法系的相当因果关
系理论的基础上，认为近因说植根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基础，相当因果关系说源于科学的概率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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