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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设工程全程侵权责任法律适用与案例评析》结合《侵权责任法》以及其他相关法律、司法解
释的规定，集中探讨了建设工程全过程中常见侵权行为的基本问题，并对侵权责任的减免事由和侵权
行为的防范措施提出了具体建议，可供建设工程领域(包括建设单位、招投标机构、设计单位、施工单
位、监理单位、施工特种设备相关单位以及房屋管理部门、物业服务公司等)从业人员、企业法律工作
者、大专院校工程管理、法律专业以及其他相关专业师生参考使用，并且特别适合作为建设工程领域
开展普法教育与工程侵权风险管理的培训教材。
本书由陈津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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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上述的物件致害行为中，建设工程中常见的侵权行为有：建筑物及辅助设施倒塌，在公
共场所、道旁或者甬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或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伤害
，施工建筑材料堆放物由于管理不善造成他人伤害等。
 3.行为人无过错侵权 （1）产品质量侵权。
一般侵权法意义上的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动产，而不包括建筑工程。
但建筑工程中所使用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属于产品范围的动产。
如果由于工程中使用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和设备等产品缺陷致人损害，虽然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
的规定，应当由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侵权责任，而一般不认为施工企业是建筑材料等产品的生
产者或销售者，但对于建筑工程行为主体而言，如果缺陷产品实际是由其自行采购提供的（即所谓己
供材料），并用于工程中致人伤害时，建设单位往往首先要向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然后向施工单位
追偿，施工单位或建设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再向缺陷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追偿。
 （2）高度危险作业侵权。
法学界对于建设工程施工活动在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中的法律性质即是否属于危险作业的认识尚不明
确。
依据《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目前立法明确属于高度危险作业的有关活动包括：从事高空、高压
、地下挖掘活动，占有、使用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物。
而对于施工中的地表挖掘、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行为则规定承担物件损害责任，对于施工活动中的其
他行为未作规定。
 显然，明确施工活动在侵权法律关系中的性质，将直接影响到对施工领域某一具体侵权行为所产生的
侵权责任的归类，进而影响纠纷解决，特别是解决诉讼中作为被告侵权者的侵权抗辩责任的承担。
具体来说，如果某项施工活动被认定为危险作业活动，则被告侵权者应当承担的是无过错侵权责任，
否则被告侵权者应当承担的是过错侵权责任或过错推定侵权责任。
 尽管由于施工活动通常具有露天作业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的特点，施工活动一般包括高空作业、地基
挖掘、工程材料重量大且易燃易爆材料多等多项安全风险系数较高的内容，并涉及水电煤气等蕴含较
高的安全风险的专业配套工程，对施工场所周边的社会公众、公共环境造成的安全风险高，工程施工
活动的实际伤亡率也明显高于其他一般工业活动，施工活动符合危险活动的一般特征，但在侵权责任
法已经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在个案的纠纷处理过程中，特别是在公共场所通常的施工活动，不应一概
解释为高度危险活动，其理由是，无过错责任是应以法律规定为前提的，在无过错高度危险责任中，
只有法律明确规定的高空、高压和地下挖掘活动和占有、使用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险
物，才适用于无过错责任。
 （3）施工环境污染侵权。
环境侵权行为，在建筑工程领域多表现为现场污水排放污染、制造噪音、震动、扬尘等污染、夜间施
工照明而引起的光污染、乱倒渣土、偷排泥浆等侵权行为，以及由于施工人的过错，导致污水、燃气
等基础设施管线损坏而产生的次生环境污染的侵权行为。
 （4）火灾与工伤事故侵权。
施工领域常见的火灾事故和工伤事故中的侵权责任由于发生事故的原因以及事故中的有关事故责任人
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不同，难以按照上述侵权行为适用的归责三原则简单统一地归纳为其中任何一类
，因此需要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单独加以分析。
 如果火灾事故是由于产品缺陷高度危险作业或环境污染等适用无过错原因引起的，则由产品的生产者
或销售者、高度危险作业组织实施者、排污者等责任主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火灾事故是由施工企业
雇员或其他所属人员的侵权行为、施工企业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施工企业管理或归其所有
的物件致人损害的侵权行为等适用过错推定责任的原因引起的，则施工企业作为责任主体按照有关过
错推定责任的法律规定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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