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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商事裁判历来是人民法院司法裁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2008年为例，全国法院受理案件数为990
万件，其中，民商事案件有597万件。
占60％强。
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数量迅猛增长，案多人少成为不少发达地区法院面临的主要问题。
民商事案件迅猛增长，除了我国诉讼收费制度改革，诉讼费用大幅降低以外，还有三个主要原因：一
是新的法律不断出台，越来越多的民事权利得到了更加明确的立法确认，诉讼渠道作为法律明确规定
的解决纠纷的形式之一，赋予了当事人提起诉讼的权利：二是社会法治观念的进步，人民群众、市场
主体法治意识的提升，通过诉讼解决矛盾争议，成为当事人的重要选择；三是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
市场交易活动日趋频繁，交易总量骤增，使得交易中产生摩擦的可能性同步递增，这些利益纷争，不
少都转化为民商事诉讼案件进入人民法院。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商事案件的迅猛增长不完全是坏事，因为它也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一种客
观表现。
但是，案件数量的骤增，确实成为人民法院民商事裁判必须应对的挑战之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处于经济制度的重要变革时期，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在这样的变革年代
，也体现出“立、改、废”频繁的特征。
尽管如此，立法仍然会滞后于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改革年代显
得尤为突出。
三十年来，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但从法官适
用法律的角度来说，我国民商事法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备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历史过程。
但是，案件纠纷并不会等待法律完备以后才会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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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案例讨论了侵权责任的构成、免责情形以及几种特殊形式的侵权责任，即产品责任、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医疗损害责任、环境污染责任、高度危险责任、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及物件致人损
害责任。
本书分析透彻、说理明确,具有一定的理论及实践参考价值。
作者包括最高院参与侵权法起草制定的部分人员，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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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案件审理中，适用过错推定原则，首先受害人举证证明存在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其次，
根据法律的规定或案件的需要，由审判人员在因果关系存在的基础上，推定被告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
错；最后，加害人提出反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或提出合理的抗辩事由，因此举证责任倒置与过错
推定原则紧密相关。
在林木致人损害的案件中，损害事实发生后，受害人只需证明损害事实，并且该损害事实是由林木所
有人或管理人所有或管理的林木所致，不需证明所有人或管理人有过错。
所有人或管理人则证明自己无过错，不能证明或证明不足，则推定成立，即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
本案中，梧桐枯树是被告管理的，但是被告不能证明自己已经采取了防护措施，而是疏于管理才造成
了原告之子李明耀的死亡。
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90条的规定，则可以推定其存在管理上的过错。
本案中应当正确处理的是过失相抵原则适用问题。
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或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时，还要注意看案件是否适用过失相抵原则，即《侵权责任
法》第26条规定的，被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
法官在适用过失相抵原则时，应注意以下方法，以此来确定双方当事人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第
一，通过确定并比较加害人和受害人的过错程度，来确定双方责任的承担和责任的范围；第二，比较
原因力也是确定过失相抵责任范围的重要一环；将加害人和受害人的过错程度进行比较，如果加害人
是故意或重大过失，则应负完全赔偿责任，如果受害人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则可使加害人免除或减
轻责任。
当然在本案中，原告作为受害人的法定监护人，未履行好监护职责，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所以，
原告也应当承担部分责任。
通过比较受害人、原告与被告人过错的大小，法院认定并判决被告承担70％的赔偿责任，原告自行承
担30％的赔偿责任，是正确的、适当的。
第三个问题是死亡赔偿金的确定。
死亡赔偿金是否有统一标准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
金依据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标准，按20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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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侵权责任法适用与案例解读》编辑推荐：1.内容新颖，针对性强。
结合最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针对各类纠纷审判实践中的重点、疑难、新型问题展开法律适用的
论述分析，并对案件审理方法与技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2.理论联系实际，实用性强。
法学基本理论的评述与典型案例的剖析相结合，案例指导，实用性强。
3.全面梳理，系统性强。
每一专题梳理了该类纠纷的重点、疑难、新型问题，涵盖了该类纠纷所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司法
解释等审判依据。
4.专家审读，权威性强。
北京、上海、广东等调研能力较强的省高、中级法院具有审判实践经验的法官撰写。
最高人民法院资深法官审读把关，保证了内容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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