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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曹艳春教授的新书《工伤损害赔偿责任研究》全面梳理了工伤损害赔偿的历史发展，研究了工伤损害
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对工伤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中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进行了新的阐释，以经济
学的风险分散学说分析雇主责任及工伤保险的高效率，以传统的危险控制理论、报偿责任理论、合理
信赖理论与成本理论等深入剖析雇主工伤赔偿责任的理论基础⋯⋯，这些意见和研究，都是非常重要
的，都是侵权法和劳动法结合研究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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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艳春，女，民主建国会会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
上海海事大学教授。
曾在燕山大学、大连东北财经大学任教。
主要研究方向：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侵权责任法。

“河北省杰出中青年法学专家”、“河北省高校百名优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
曾获教育部全额资助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法学院做访问研究(2006—2007年)。

在《中国法学》《法学家》《法律科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撰写学术著作16部，获得省部
市级奖项17项，代表作《雇主替代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出版，并获得河北省第十二届社会科学成果
“二等奖”。
主持参与省部级及国家级课题14项。

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会理事、中
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河北工人报》读者法律顾问等。

近年主要在侵权法和劳动法交叉领域研究，围绕雇主责任进行系列研究，分别完成了“雇主替代责任
研究”，“职场性骚扰的雇主责任研究”，“志愿者的损害赔偿责任研究”等系列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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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现行法律对家政工的规定
  第二节  国外关于家政工工伤的相关规定
  第三节  我国家政工工伤保护的建议
第五章  突发自然灾害应急社会背景下的工伤赔偿问题
  第一节  突发自然灾害应急社会背景下的灾民工伤赔偿
  第二节  参加意外灾害抢险救灾而受伤、死亡或者下落不明人员的工伤待遇
  第三节  突发自然灾害应急社会背景下的工伤赔偿问题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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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志愿者自身伤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第五节  志愿者自身伤害赔偿责任的适用
第七章  兼职人员工伤事故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第一节  兼职人员工伤事故的含义及兼职的法律性质
  第二节  兼职人员纳入工伤保险关系的价值
  第三节  兼职人员工伤事故责任主体的具体认定规则
下篇  雇员精神痛苦损害问题研究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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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雇员精神痛苦的相关问题
第二章  导致雇员精神痛苦的行为分析
  第一节  不当解雇导致的雇员精神痛苦
  第二节  职场性骚扰导致的雇员精神痛苦
第三章  美国雇员精神痛苦损害赔偿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第一节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立法现状
  第二节  美国雇员精神痛苦损害赔偿制度的借鉴价值及正当性阐释
  第三节  在雇佣背景中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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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至于尚未开始相关的义务活动，或者志愿服务过程中志愿者离开活动地点、完全去办个人私
事，或者义务活动终了后志愿者受到的人身损害，与志愿服务活动均不具有因果关系，因而不构成志
愿者的自身伤害赔偿责任。
四、人身损害结果不是由志愿者本人故意引起的人身损害事实的发生，一般来自于志愿者自己的过失
，或者不可抗力或不可预见的原因，或者志愿者的组织者或接受者以及志愿关系之外的第三人的过错
。
如果人身损害结果的发生是由行为人自己故意造成的，根据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和归责原则，每
个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那么志愿者不能请求工伤损害赔偿责任，服务活动的组织者或接受
者也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损害只要志愿者主观上有过错，服务活动的组织者或者接受者都不承担责任，这要
看志愿者从事的是哪一类归责原则的服务活动，如果志愿者从事的是属于高度危险作业的活动，那就
要按照无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来判断志愿活功的组织者或者接受者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志愿者
只要满足了服务行为。
损害、因果关系三个要件即可，无需证明志愿者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志愿者的组织者或者接受者也要
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除在上述情况下，其组织者或者接受者能予以免责外，其他情形下均应承担无过错责任，我国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4条第1款为他人无偿提供劳务的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工
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也对此原则作出了确认。
对于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下志愿者遭受损害的归责问题，我们认为，志愿者在完成志愿服务中因不可抗
力、不可预计等原因遭受损害的，志愿活动的组织者和接受者仍应承担责任，不可抗力不应当成为免
责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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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工伤损害赔偿责任研究》是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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