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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的特点十分突出，理论联系实际，研究审判实践
中如何适用《侵权责任法》，特别是审判实践中适用该法有关条丈应注意的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与其他同类书籍的最大不同点。
　　同时，《侵权责任法》还有很多与现有法律、司法解释不完全一致的方面，在相关司法解释未正
式修改之前，如何处理这些冲突，审判实践中如何把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
适用》在审判实务部分充分考虑的问题。
此外，通过对《侵权责任法》条丈的逐条推敲，并考虑审判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为今后起草司法
解释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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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责任法》立法宗旨)第二条  (《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法益范围)第三条  (被侵权人享有侵权请求
权)第四条  (侵权责任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之间关系)第五条  (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规定应如何适
用法律的规定)第二章  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第六条  (过错归责原则)第七条  (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第八
条  (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和责任承担方式)第九条  (教唆、帮助行为侵权责任的规定)第十条  [共同
危险行为(准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免责抗辩和责任承担第十一条  [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在聚合(等价)
因果关系情形下的承担责任]第十二条  [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在累积(竞合)因果关系的情形下的承担责
任]第十三条  (对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情况下被侵权人权利)第十四条  (连带责任人内部责任分担以及
追偿权)第十五条  (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要方式)第十六条  (人身损害赔偿范围)第十七条  (因同一侵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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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被侵害而给自己造成的损失进行填补)第二十四条  (对损害发生后无法适用归责原则处理时，如何在
双方当事人之间分担损失)第二十五条  (侵权损害赔偿费用支付方式)第三章  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
情形第二十六条  (侵权责任中过失相抵原则)第二十七条  (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时适用过失相抵原则)第
二十八条  (第三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免除名义侵权人赔偿责任的特别规定)第二十九条  (因不可抗力
造成他人损害责任承担问题)第三十条  (正当防卫及正当防卫人责任承担问题)第三十一条  (紧急避险及
其责任承担问题)第四章  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第三十二条  (监护人承担侵权民事责任)-第三十三条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失去控制时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第三十四
条  (用人单位工作人员以及劳务派遣中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承担责任主体)第三十
五条  (个人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或者自己受到伤害产生的责任主体)第三十六条  (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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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教育机构如何承担责任)第三十九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学习、
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如何承担责任)第四十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遭受
第三人人身损害的责任承担)第五章  产品责任第四十一条  (因产品缺陷造成他人损失，生产者应如何
承担侵权责任)第四十二条  (销售者对其出售的缺陷产品应如何承担侵权责任)第四十三条  (因产品缺陷
造成损害，被侵权人向生产者或销售者请求赔偿)第四十四条  (因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过错造成
产品缺陷生产者、销售者赔偿后享有追偿权)第四十五条  (生产者、销售者因产品缺陷危及他人人身、
财产安全的侵权责任)第四十六条  (生产者、销售者售后警示义务和召回义务及侵权责任)第四十七条  (
对生产者、销售者适用惩罚性赔偿条件)第六章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第四十八条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的一般规定)第四十九条  (对租赁、借用机动车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赔偿责任如何承担)第五十条  (转
让并交付但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时责任承担)第五十一条  (转让人和受让人对
转让拼装或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致人损害承担连带责任)第五十二条  (盗窃、抢劫或者抢夺的机动
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责任承担)第五十三条  (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其损害赔偿责任
承担)第七章  医疗损害责任第五十四条  (医疗损害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及其责任承担主体)第五十五条  (
医务人员说明义务及患者知情同意权)第五十六条  (医疗机构实施紧急救治措施)第五十七条  (医务人员
注意义务)第五十八条  (医疗机构过错推定)第五十九条  (医疗产品造成患者损害的侵权责任)第六十条 
(医疗机构不承担责任法定事由)第六十一条  (医疗机构保管病历资料义务和患者查阅、复制病历资料
权利)第六十二条  (保护患者隐私权)第六十三条  (过度诊疗检查侵权行为)第六十四条  (对于医疗机构
和医务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第八章  环境污染责任第六十五条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构成)第六十六条  (
污染者举证责任)第六十七条  (数个污染者对环境污染竞合侵权情形下承担按份责任)第六十八条  (第三
人过错污染环境的责任承担)第九章  高度危险责任第六十九条  (高度危险责任)第七十条  (民用核设施
发生核事故致人损害时的侵权责任)第七十一条  (民用航空器致人损害的特殊侵权责任)第七十二条  (占
有或使用高度危险物致害的侵权责任)第七十三条  (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活动、使用高速轨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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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工具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侵权责任)第七十四条  (遗失、抛弃高度危险物致人损害侵权责任)第七
十五条  (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致人损害侵权责任)第七十六条  (高度危险场所安全保护责任)第七十七条
 (高度危险责任赔偿限额)第十章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第七十八条  (饲养动物致害侵权责任承担问题)第
七十九条  (因未采取安全措施情形下的动物致害责任)第八十条  (禁止饲养动物致人损害责任问题)第八
十一条  (动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承担)第八十二条  (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
成他人损害的责任承担)第八十三条  (因第三人的过错致使动物造成他人损害如何承担责任)第八十四
条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饲养动物的法律义务)第十一章  物件损害责任第八十五条  (物件致人损害责
任中因建筑物等设施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主体、归责原则以及追偿权)第八十六条  (
建筑物、构筑物等设施倒塌致人损害责任中承担责任的主体、责任方式以及追偿权问题)第八十七条  (
抛掷物致人损害责任)第八十八条  (堆放物倒塌致害责任)第八十九条  (公共道路妨碍通行致害责任)第
九十条  (林木折断造成他人损害侵权责任承担)第九十一条  (地面施工致人损害和地下设施致人损害的
侵权责任承担)第十二章  附则第九十二条  (《侵权责任法》时间效力)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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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有的学者将损害定义为“损害是指受害人因他人的加害行为或者物的内在危险之实现而遭受的
人身或财产方面的不利后果”，认为“虽损害尚未实际发生，但已使他人人身、财产受到现实威胁的
，得请求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害。
”　　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事权利、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构成的，民事责任是权利和义务实现的法律
保障。
侵权责任即侵权的民事责任，是指赔偿义务人对自己的加害行为或者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等后果依法
所应当承担的各种民事责任之总和。
有学者曾将责任与权利的关系精辟地概括为“责任是权利的反面样态”，认为人类的社会生活，存在
着相互依存和侵害破坏的两个生活面，前者如以物易物，彼此有利，即各取所需，这被其称为是生活
正态面。
而后者则有如抢劫他人生活资源、拒付应付的生活资源等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被称为生活的反态面
。
将此类生活中的情形放入法律的视野下，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的正态面下发生的私法法律关系，是
权利、法益或义务等关系；而在生活的反态面下发生的私法法律关系则为义务或责任关系。
那么，在正态面下的权利是为救济权，在正态面下的义务一旦转变为反态面下，就成为了责任。
也就是说，人是社会中的主体，在进行社会生活活动时，应当遵循私法规则，若违反规则而被侵害或
损害他人权利或法益，遭侵害或损害他人，就会产生由原权利或法益蜕变而来的救济权，以排除侵害
或赔偿损失，违反义务侵害或损害他人权利或法益的，则相应地必须承担其私法关系不利益的效果，
即承担民事责任。
　　承担民事责任最重要的方式是损害赔偿，其适用范围极其广泛，是实践中运用最经常的民事责任
形式，但它并不是民事责任承担的唯一方式。
《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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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重作、更换；（七）赔偿损
失；（八）支付违约金；（九）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赔礼道歉。
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适用上述规定外，还可以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
财物和非法所得，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拘留。
”此规定确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相应地，《侵权责任法》第十五条规定：“承担侵权责任的方
式主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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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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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结合立法原意，结合人民法院审理相关案件的审判实
践，对侵权责任法逐条进行了解释，重点论述了在审判实践中如何适用侵权责任法，阐明了今后侵权
责任法相关司法解释的要点和思路。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写作的重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条文理解与适用》与其他同类书籍的最大不同点。
对第一线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为了在民事审判中正确适用侵权责任法审理案件，同时对从事仲裁工作
的仲裁员、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律师，对企业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人员，对研究侵权责任法的专家学
者，对学习侵权责任法的学生和社会公众，都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适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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