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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于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高票通过。
这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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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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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12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于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高票通
过。
这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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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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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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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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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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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一)产品责任(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三)环境污染责任(四)高度危险责任(
五)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六)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的物件损害责任(七)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侵权行为三、无过错责任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规则专题四：过错推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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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第三章 数人侵权与责任分担专题七：共同侵权的认定与责任分担一、共同侵权中的“共同性”的认
定(一)主观共同过错(二)客观共同行为(三)主观共同过错+客观共同行为(四)《侵权责任法》第8条中“
共同性”的认定二、共同侵权的构成和类型(一)共同侵权的构成(二)共同侵权的类型三、共同侵权中
的责任分担(一)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二)共同侵权人的责任免除专题八：教唆、帮助行为的性质
与责任分担一、帮助、教唆行为的性质二、教唆、帮助行为的构成(一)教唆、帮助行为及直接侵权行
为的存在(二)损害及损害的同一性(三)教唆行为、帮助行为与损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四)教唆人与帮助
人主观上具有过错三、教唆、帮助行为的责任承担(一)教唆、帮助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
的责任(二)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责任专题九：共同危
险行为的认定与责任分担一、共同危险行为的认定(一)共同危险行为概述(二)共同危险行为与其他数
人侵权行为的区别(三)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二、共同危险行为人之间的责任分担(一)共同危险行
为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部分共同危险行为人的求偿权三、共同危险行为的免责事由专题十：无意
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认定与责任分担一、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一)同时发生的数个加害行为(二)先
后的数个加害行为二、累积因果关系的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一)有数个侵权行为人(二)数人分别实施
侵权行为(三)造成同一损害(四)每个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三、部分因果关系的无意思联络数
人侵权(一)数人分别实施侵权行为(二)造成同一损害后果(三)行为人之间没有意思联络，各行为偶然结
合造成损害后果四、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的责任分担五、司法实践中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认定规
则专题十一：数人侵权中的连带责任一、数人侵权中的连带责任的意义(一)连带债务与连带责任(二)
连带责任及其制度价值(三)连带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四)连带责任与补充责任二、连带责任的外部
效力(一)被侵权人请求权(二)连带责任人一人发生的事项对其他责任人的影响三、连带责任的内部效
力(一)连带责任人之间求偿权的法理基础(二)连带责任人的內部分担份额(三)求偿权的成立要件(四)求
偿不能部分的分担问题第四章 侵权责任的方式专题十二：侵权责任的形态一、侵权责任形态及其相互
关系(一)侵权责任形态的基本形式(二)侵权责任形态的相互关系二、侵权责任形态的具体内容(一)直接
责任和替代责任(二)单方责任和双方责任(三)单独责任和共同责任专题十三：侵害财产权的损害赔偿
范围一、侵害他人财产时财产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二、侵害他人财产时财产损害赔偿计算的标准地和
标准时⋯⋯第五章 免责事由第六章 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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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归责原则的体系归责原则体系是指各归责原则所组成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系统结构。
由于归责原则是统帅全部侵权法责任规范的准则，因此归责原则体系的建立，不仅是充分发挥单个的
归责原则的价值和各个归责原则的综合调整作用的前提，而且也是构建侵权责任法系统结构的必备条
件。
归责原则体系历来是各国民法学者关注的重大课题。
关于归责原则体系的学说和观点纷繁复杂，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一元归责体
系。
在一元归责体系中又有过错归责一元论和危险归责一元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二，二元归责体系。
二元归责体系理论认为，侵权责任应以过失责任和危险责任作为归责原则，或以过失责任和无过失责
任作为归责原则。
第三，三元归责体系。
当客观过失理论发展起来以后，有学者将过错概念分为主观过失（故意）和客观过失两种，并由过失
和危险二元归责体系中发展出三元归责体系，即故意归责、过失归责及危险归责。
单一的归责原则已经不适应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归责原则的多元化已是侵权法的发展趋势。
顺应这一趋势，我国《侵权责任法》建立了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二元归责原则体系。
具体而言：1.对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对于一般侵权行为之外法定的特殊侵权行为，适
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构成的二元归责原则体系，理论上和逻辑上具有周延性和完整性，并
有利于充分发挥侵权法多元化的价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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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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权责任法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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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权责任法新制度理解与适用》：最高立法司法行政机关有关专家共同编写分67个专题系统阐释侵
权责任法新制度新旧侵权责任法律制度的全面比较分析侵权责任法新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我
国侵权责任法律制度的全新判解研究系统阐述侵权法新制度及与相关旧制度的比较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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