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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不作为侵权责任之比较研究:民法的传统与现代》内容简介：不作为侵权责任研究之源起，不作为侵
权责任之历史探源，不作为侵权责任在现代与外法之体现，不作为侵权责任前提之一——作为义务来
源之探讨，不作为侵权责任前提之二——作为义务内容之探讨，不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之探究，不
作为侵权责任承担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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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就责任承担而言，该房屋由数个共有人共同居住的，共有人应对该房屋内发生的倒泼和投
掷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的采用使受害人避免了其中之一或部分加害人无力赔偿的风险，为受害人提供了更加全面的
保障。
在具体的赔偿中，区别三种不同的情形：其一，如果造成他人财产的损害，则要求双倍赔偿损失；其
二，如果造成一名自由人死亡，将处以50金币的罚金；其三，如果造成自由人伤害，审判员有权根据
案情决定应当支付的赔偿额。
该诉是众有诉讼，任何人均有权提起诉讼，但在自由人致死的案件中，其继承人或利害关系人提起诉
讼的，优于陌生人提起诉讼的权利。
罗马法将这一诉讼看作具有社会性、公众性的权利，允许任何人提起相应的诉讼，而不是限于受害人
或其近亲属，可见，其立法的意旨在于维护公共道路通行的安全，而不是仅局限于对某个或某些特定
受害人的保护，由此可推断出，罗马法将保障公共安全的目的视为何等之重！
 2.放置物或悬挂物致害（positum et suspensum）的责任 《学说汇纂》和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就此做
出了较为详细的阐释： D.9，3，5，6。
乌尔比安：《告示评注》第23卷裁判官说：“任何人不得在人们经常通行的或站立的地方上的滴水檐
上或雨阳篷上，放置其坠落可能致人损害的物。
对违反这一规则行事的人，我将授予10个索里迪的基于事实的诉权对抗他。
如果奴隶被主张在主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了这种事，我将命令【偿付同样的金额】，或命令交出加害
人。
” 1.4.5.1同样，某人从自己的、租来的或免费居住的楼房中抛掷或倒泼某物，结果伤害了他人，他被
认为准非行受债之约束，然而，他之所以在严格意义上不被认为因非行受债之约束，乃因为通常他由
于他人——奴隶或自由人的过失承担责任。
与此类似的是，在人们经常通行的地方摆放或悬挂如果落下，可能伤害他人之物体的人⋯⋯ 该文本确
立了堆置或悬挂物件的责任，它是指行为人堆置或悬挂物件而造成潜在或现实的公共危害时应承担的
责任。
《十二表法》和《阿奎利亚法》均无此规定。
因为在自然经济时期，人们住的是低矮的平房，商品经济有所发达以后，罗马的人口剧增，出现了“
高楼大厦”，而意大利半岛又经常发生大风，在阳台上、屋檐下堆置、悬挂物件往往造成人畜和财物
的伤亡与毁损。
所以，裁判官为了维护通行的安全，避免损害发生，规定只要有人在房屋堆置或悬挂物件，即使尚未
造成损害，任何市民都有权告发。
显然，要求行为人因其控制管理的物件负有保障他人安全的义务，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而是社会文
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变化，人们对生活环境安全性的要求提高，法律为应对
此等变化而课加人们在特定情形下为积极行为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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