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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将于2010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
这部于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高票通过，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审议，凝结着立法机
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大专院校众多专家学者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法律，完善了我国侵
权责任法律制度，对于减少民事纠纷，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侵权责任法是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民
事基本法律。
我国现行侵权责任法律制度是以民法通则为主轴，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环境保护法、
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特别法律以及大量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为补充的规则体系。
这些规定对于保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
些问题，例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日益丰富，新的侵权类型不断出现，而现行法
律有些规定较为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不少规定分散在单行法律之中，对侵权责任的共性问题抽象不
足，无法涵盖可能出现的各种责任类型；人民法院受理的侵权案件逐年增多，现行制度又不敷使用。
为了更好地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必要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规范的侵权
责任作出全面、系统、明确的法律规定。
鉴此，历经多年立法审议、补充与完善的侵权责任法应时而生。
侵权责任法适应了改革、发展、稳定的要求，妥善处理了现实性与前瞻性、稳定性与变动性、原则性
与可操作性之间的关系，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主要侵权类型，如产品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医疗事故
、环境污染、动物致人损害、物件致人损害、网络侵权等均作了规定。
同时，侵权责任法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实际出发，总结了我国司法实践和执法实践
中的成熟做法，对于责任构成、责任方式、赔偿范围、赔偿标准等均作了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的规定。
侵权责任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支架性法律，涉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该法通过后，宣传和贯彻该法就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任务。
本社约请来自最高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与著名高校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全面解读
侵权责任法，共同编撰了这套《侵权责任法理论与实务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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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侵权责任法裁判要旨与审判实务》将于2010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
这部于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高票通过，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审议，凝结着立法机
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大专院校众多专家学者以及广大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法律，完善了我国侵
权责任法律制度，对于减少民事纠纷，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侵权责任法裁判要旨与审判实务>>

作者简介

奚晓明，男，1954年6月出生，法学博士，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二级大法官，中国
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审判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国家法官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法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十余万字，曾先后参与了《合同法》、《票据法》、《担保法》、《公司法》、《证券法》、《破产
法》、《保险法》、《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重要的民商事法律的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起草工作。
王利明，男，1960年2月出生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人
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兼召集人，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民法学研
究会会长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近20篇，出版《民法新论》，《物权法研究》等20余部个人专著，获国家级精
品课程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国家图书奖、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法学教材一等奖等十多个国家级
、省部级重要奖项。
参与了改革开放以来几乎全部重要的民商法律的起草、修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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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第一节 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与界定一、本节核心法条及其规
范意义二、《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民事权利三、《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民事利益(一)合法利益的
界定(二)界定《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利益范围的考虑因素(三)《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法益类型四
、本节典型案例及其裁判要旨第二节 侵权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法律适用关系一、本节核心法
条及其规范意义二、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的竞合与处理(一)侵权责任与行政责任的区别(二)侵权责任
与行政责任竞合的处理三、侵权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竞合与处理(一)侵权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区别(二)侵
权责任与刑事责任竞合的处理四、民事责任优先承担原则的适用五、本节典型案例及其裁判要旨第三
节 侵权责任法与侵权特别法的司法适用关系一、本节核心法条及其规范意义二、侵权特别法的三种形
式(一)单行的侵权特别法(二)关于具体侵权行为的其他主要单行法律(三)其他单行法律中的侵权特别条
款三、侵权特别法的适用原则(一)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二)新法优先于旧法第二章 侵权责任构成与审
判实务第一节 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与适用一、本节核心法条及其规范意义二、《侵权责任法》上的归
责原则与适用三、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一)过错责任原则的界定(二)过错责任原则的功能(三)过错责任
原则的适用范围(四)过错推定责任四、无过错责任的认定与适用(一)无过错责任的涵义(二)无过错责任
与过错推定责任(三)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功能(四)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归责依据(五)无过错责任的适用五、
本节典型案例及其裁判要旨第二节 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司法认定一、本节核心法条及其规范意义二、
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之一——损害事实(一)损害事实及其构成(二)财产性损害和非财产性损害(三)财产损
害和人身损害(四)所受损害和所失利益三、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二——过错(一)关于过错的两种理
论(二)过错的客观判断标准在我国的适用四、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之三——因果关系(一)哲学因果关系
与侵权责任因果关系(二)两大法系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理论(三)我国债权责任相当因果关系认定一般方
法的建立第三节 共同侵权行为的司法认定一、本节核心法条及其规范意义二、《侵权责任法》第8条
规定的共同侵权的涵义三、共同侵权中“共同性”的认定(一)关于“共同性”的学说争议(二)我国法
上的观点四、共同过错的认定五、教唆、帮助行为的认定(一)教唆行为(二)帮助行为六、共同侵权行
为诉讼的有关问题(一)关于诉讼主体的确定问题吖(二)共同侵权之诉中，受害人能否免除部分共同侵
权人的责任问题(三)关于内外部责任的裁判问题第四节 共同危险行为的司法认定一、本节核心法条及
其规范意义二、共同危险行为与共同侵权、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的界定(一)共同危险行为与共同侵权
行为(二)共同危险行为与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三、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一)行为主体的复数性(
二)数人共同实施了危险行为(三)发生了损害后果，但不能确定加害人(四)共同危险行为人的个人行为
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法律推定的因果关系(五)行为人主观上有推定的共同过错四、共同危险人的责任
认定五、本节典型案例及其裁判要旨第五节 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责任的司法认定一、本节核心法条及
其规范意义二、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行为的构成(一)无意思联络的界定(二)各行为人的行为偶然结合
造成对受害人的同一损害三、以累积因果关系表现的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一)以累积因果关系表现的
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的构成(二)以累积因果关系表现的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的责任四、以部分因果关
系表现的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一)以部分因果关系表现的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的构成(二)以部分因果
关系表现的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的责任五、本节典型案例及其裁判要旨第六节 数人侵权连带责任的司
法认定一、本节核心法条及其规范意义二、数侵权人对外责任的承担三、连带责任人内部责任的分配(
一)责任分配原则(二)责任人的内部追偿权第三章 侵权责任方式与审判实务第一节 承担侵权责任的方
式及其法律适用一、本节核心法条及其规范意义二、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八)赔礼道歉⋯⋯第四章 
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与审判实务第五章 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与审判实务第六章 产品责任与审判实务
第七章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与审判实务第八章 医疗损害责任与审判实务第九章 环境污染责任与审判
实务第十章 高度危险责任与审判实务第十一章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与补养实务第十二章 物件损害责任
与审判实务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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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法益类型1.一般人格利益一般人格利益即一般人格权。
一般人格权虽有权利之名，但实质上是一种法益。
一般人格权是为了补充具体人格权的不足，保护具体人格权无法囊括的人格利益而提出的。
人格利益处于不断发展状态中，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同一社会制度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人格利益包
含的内容总有不同，因此，一般人格权所包含的人格利益必然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一般人格权实质上是受法律保护的法益。
一般人格权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人格独立、人格自由和人格尊严三个方面。
人格独立指任何民事主体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的主体资格，不受他人支配、干涉和控制；人格自由
包括保持人格的自由和发展人格的自由，是权利主体自主参加社会活动、享有并行使权利的基础和前
提；人格尊严即民事主体作为一个“人”所享有的最起码的社会地位并且受到社会和他人最起码的尊
重。
人格尊严是一般人格权的核心内容。
2.财产性法益第一，占有利益。
占有对于占有人而言是一种利益，该利益在受到侵害时，占有人可以行使占有保护请求权获得救济。
但是占有受到的保护又不能对抗本权，其地位是低于本权的。
从这些对占有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类似于权利又低于权利的占有就是法益。
占有的性质既为法益，就可能成为侵权法保护的客体。
第二，自然债务。
自然债务是一种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债务，属于没有责任的债务。
但是债务人一旦给付，则构成了有效清偿，债务人不得基于非债清偿而请求返还。
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债权人丧失通过公力救济强制予以实现的权利，但债务人自动清偿自然债务的
：债权人享有保持力，可以保持该给付，不构成不当得利。
因此，超过诉讼时效的自然债务，债权人仅仅享有保持力，失去了法律上的保护力等其他权能，因而
该债权不是一种权利。
在性质上，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应该界定为法益，即受法律间接保护的利益。
因诉讼时效的经过，债权已经失去其权利地位，沦为法益。
时效届满之后，如果债务人抛弃时效利益，履行债务，由于债权人有保持力，那么自然债务便由法益
上升为权利。
第三，纯粹经济损失。
一般认为，受侵权法保护的纯粹经济损失有以下几种类型：（1）反射损失，又称关联经济损失，是
指某一侵害行为致使一方当事人财产或人身受到实际损失，该损失进一步引致原告经济损失。
这是一种因人与人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经济损害涟漪日益扩散而形成的纯粹经济损失。
例如，甲故意侵害乙的人身健康，致使乙不能履行劳务，那么乙所在的用人单位遭受的就是反射损失
型的纯粹经济损失。
再如建筑公司等施工时，过失挖断电缆，致使附近的工厂停工不能正常营业造成损失也属于反射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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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侵权责任法是一部保护权利的基本法律，它的颁行对于界定侵权责任的构成，制裁民事侵权行为、救
济被损害的权益均具有重大意义。
随着民事主体权利意识的提高，侵权责任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侵权责任法在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免责事由、责任主体等一般问题以及产品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医疗事故责任、环境污染责任、高度危险责任、动物损害责任、物件损害责任等各种侵权责任
形态都作了具体规定，对我国成熟的司法经验作了总结，对我国现行侵权责任法律制度作了完善。
为了全面理解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原意，并在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我们共同撰写了这套《侵权责任法
理论与实务丛书》。
本套丛书的作者主要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中国
社科院、中国法学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单位的专家、
学者。
参加本套丛书编撰工作的，除主编、副主编之外，还有张尧、缪宇、武兴伟、谢远扬、王云娇、熊正
伟、惠丽蓉、秦鑫、孑L嘉、陈清清、曹慧、吕祥、胡忠荣、陈国耀、李洪、魏华、张志章、何华、
姚中山、熊华玉、胡贤华、邹玉明、韩文美、彭俊、杨书德、程早明、徐章福、徐祥侠、曾汉玲、辛
介传、汪明玉、许成芳、关国、刘兴奇、吴昌杰、许家富、董光学、张桂、文绍德、陈池霞、杨秀、
肖明军、胡忠芝、刘顺生、关英、付德柏、向才、陈厚才、杨新林、刘作汉、袁兆清、毛培新、刘金
、郑德发、杨义坤、郭端光、胡家义、刘胡富、吴道德、李树江、石汉松、孔德全、黄恒茂、叶火、
龙泽正、刘国毅、刘理、闵天科、章志明、陈修月、王明海、陶春祖、胡国贵、高中耕、孙文山、胡
明才、吉明忠、蔡传海、杜英、杨月珍、金德、徐培红、刘惠秀、刘礼珍、郭齐秀、何承凤、周继珍
、娄嗣玉、吴阳英、欧王庆、尹传生、丁主元、张培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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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侵权责任法裁判要旨与审判实务》：最高立法司法行政机关有关专家共同编写、按章节顺序对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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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及其裁判要旨开展实证分析、立法原意、法律适用与相关侵权责任的司法认定。
侵权责任法与审判实务相结合的基本法律适用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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