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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法学教育应当紧密联系立法与司法实践，以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实现这一目的，对传统的法学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必须进行改革。
目前，各高等法律院校广泛采用的案例教学法，就是众多改革措施中最为重要的一项。
案例教学法的实施，促进了法学教育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值得推广和倡导的一种
教学方法。
2001年，在山东省教育厅的资助下，我们承担了山东省法学教学改革试点专业的教学改革项目。
该项目力图通过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法学专业的教学质量，培养合格的、能够适应实际需要的法律人
才。
为此，我们于教学的各个环节上，在强化基础理论的同时，突出强调了法学教学的实践性，通过各种
方式使课堂教学及课外教学密切联系司法实际。
例如，我们不仅将毕业实习安排为一个学期，以便于学生全面掌握司法实际的运作程序，而且经常邀
请司法实践部门的同志到校介绍司法实践经验，开设了“法官论坛”、“检察官论坛”、"律师论坛"
等。
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认知感。
但是，我们认为，仅有这些是不够的，还必须给学生一个经常性的案例教学的手头资料，这就是案例
教材。
因此，进行案例教学。
抓好教材建设是十分重要的，这是搞好案例教学的基础工作。
现在各地出版了不少案例教材，但这些案例教材大多只是单纯的案例分析，在体例上是"一案一题"，
还缺乏与法律规定、法学理论的有机结合，不利于学生通过案例掌握现行法律规定和相关的法学理论
。
为此，我们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写了这套全新的法学案例教材，以适应案例教学的需
要。
为编写一套质量高、特色鲜明的案例教材，我们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分析，总结了现有案例教材的得失
，汲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以使本套教材能更好地适用教学改革的要求。
本套教材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体系新颖。
本套案例教材以法学的基本理论为线索，就每个具体理论问题设案情简介、思考方向、法律规定、学
理分析、自测案例五个部分，这一体例可以充分地体现实践、法律、理论的结合。
第二，内容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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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教材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体系新颖。
本套案例教材以法学的基本理论为线索，就每个具体理论问题设案情简介、思考方向、法律规定、理
论分析、自测案例五个部分，这一体例可以充分地体现实践、法律、理论的结合。
第二，内容简洁。
本套案例教材力争以简洁的语言明确问题，解析实例，说明法理，使学生能够一目了然。
第三，紧密结合法律规定。
针对现有案例教材往往脱离现行法规定的缺陷，本套案例教材特别强调现行法的规定，并通过实例帮
助学生理解法律的规定，以增强学生自觉适用法律的能力。
第四，具有启发性。
本套案例教材在每个具体理论问题的设计上都包括有自测案例，其目的就是给学生以充分的思考空间
，启发学生运用理论与法律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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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是侵权行为法的一般归责原则，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在侵权责任中，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适用主要涉及以下主要问题：1．过错是指侵害人的过错在过错
责任中，“过错”是指侵害人的过错，而不包括其他人的过错。
就是说，侵权责任的确认是以侵害人有无过错为依据的。
因此，过错责任原则只考虑侵害人的过错，而不考虑第三人的过错和受害人的过错。
受害人和第三人的过错是侵害人免除或减轻侵权责任的正当理由，而不是确定侵害人是否承担责任的
根据。
2．过错是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根据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是承担侵权责任的必备条件。
侵害人只有在主观上存在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侵权责任。
"无过错则无责任"。
因此，侵害人有无主观过错，是确定侵权责任归属的基本因素或最终要件。
就是说，即使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损害后果，并且损害后果与其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如果行为
人没有过错，则行为人也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3．过错的存在与否应由受害人举证按照过错责任原则，证明侵害人主观存在过错的责任应当由受害
人承担。
即由受害人就侵害人的过错问题举证。
这就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4．过错在一定情况下是确定责任的范围和形式的依据根据过错责任原则确认侵权责任，过错程度一
般不影响责任的范围和形式。
但在一定情况下，过错程度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成为确定责任范围、责任形式的依据。
例如，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时，就需要考虑侵害人的过错程度；在共同侵权责任中，侵害人之
间的责任也需以过错程度作为确定依据。
5．在特殊情况下，实行过错推定规则过错推定是过错责任适用的一种特殊情况，是指受害人若能证
明其所受损害是由行为人所造成的，而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对造成损害没有过错，则法律上就推定其
有过错并就此损害承担侵权责任。
过错推定是在众多的工业事故造成受害人损害而又不能通过过错责任原则得以补救的情况下而产生的
，是介于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之间的一种中间责任形式。
过错推定较一般的过错责任，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因为它将过错的举证责任转移给了侵害人
，从而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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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侵权行为法案例教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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