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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王利明主持的2010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批准号10KFX003)的最终成果。
本书在原有《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的基础上，结合《侵权责任法》进行大幅修改、补充而成。

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介绍了侵权责任概述、侵权责任法概述、侵权责任法的历史发展、侵权责任构成
要件、共同侵权行为、数人侵权中的责任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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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利明，1960年2月生，湖北省仙桃市人。
1981年获湖北财经学院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0年获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9年2月至1990年2月，1998年8月至1999年6月，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
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进修。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
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
曾获“中国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等荣誉称号，以及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第一届中韩青年学术奖、长江学者等奖励。

主要学术成果：
专著《违约责任论》(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获
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司法改革研究》(获司法部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吴玉章科研基金三等奖)、《物权法论》、《物权法研究》(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合同法
研究》(第一、二卷)，《民法总则研究》(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
书》{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我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入
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一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主编或合着《民法新论》(上、下册，获北
京市高等学校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优秀奖)、《民
法-侵权行为法》(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人
格权法新论》(获第九届中国图书评论奖)、《人格权与新闻侵权》、《合同法新论·总则》；主编或
合著司法部本科统编教材《侵仅行为法》、《人格权法》、《民法教程》(获司法部部级优秀教材奖)
、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指定教材《民法》、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民法》(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
秀教材一等奖)、《合同法》以及多本本科、研究生教材和高级法官班教材：编著《合同法疑难案例研
究》，《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四卷本)等案例教材：发表论文集《民商法研究》(1至5辑)和学
术论文百余篇。

王利明教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起草小组重要成员，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专家建议稿的起
草与深入的理论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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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保险法是调整保险关系的所有法律规范的总和。
换言之，凡是调整保险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和保险企业组织的法律都是保险法的组成部分。
保险法和侵权责任法有许多共同的特点：它们都要求对事故造成的损失作出经济补偿，使已经造成的
损失得以恢复。
在当前西方国家，由于保险业特别是责任保险业的发展，绝大多数侵权事故发生以后，侵权人可以将
赔偿责任通过责任保险转嫁给保险人，保险在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方面的作用已明显超过了侵权责任的
作用。
①责任保险成为侵权损害赔偿之外的一种重要的受害人救济途径。
表现在：一方面，责任保险已经广泛适用于各类事故责任领域，它使得非故意事故中的受害人可以获
得足额的赔偿。
在多元化的解决机制中，责任保险在事故领域可以替代绝大多数侵权赔偿，甚至几乎涵盖了大量事故
领域，使通过侵权损害赔偿方式解决的案件的数量急剧下降。
②据1970年的统计，在美国，机动车责任保险的保费收入在1970年达到100亿美元，在法国高达90亿法
郎，可以涵盖绝大多数交通事故责任。
③欧洲许多国家几乎可以解决交通事故等赔偿责任问题，从而极大地减缓了侵权法在事故责任领域所
遇到的压力，为受害人提供了充分的救济。
另一方面，责任保险的险种在不断地增多，适用范围不断扩展，使得各种新型的侵权都有可能由责任
保险为受害人提供救济。
这些情况不仅改变了侵权法的发展趋势，而且为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帮助。
责任保险作为对受害人救济的一种方式，其最大的特点在于程序简单，实现赔偿方便、快捷，大量的
责任保险的赔付都是由保险公司直接支付给受害人，免除了受害人烦琐的诉讼程序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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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侵权责任法研究(套装全2册)》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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