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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侵权法论（第4版）》内容的重大修改在于侵权行为类型部分。
由于《侵权责任法》第四章至第十一章规定了新的侵权责任类型，内容丰富，规则新颖，因此，侵权
行为类型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新写的。
第八章是重新组织的，按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把有关侵权责任请求权的问题集中在这一章，全
面表述了我对侵权责任请求权的看法。
在本书的其他部分，都按照《侵权责任法》的新规定重新改写，增添较多新的内容，修改了原来不符
合《侵权责任法》规定的部分内容，使之与《侵权责任法》完全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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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因此，制定一部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侵权责任法》，是《民法通则》实施了20多年
之后提出的强烈社会需求，是必须完成的立法任务。
 （二）《民法通则》实施以来对《侵权责任法》制定而进行的各项准备 《民法通则》在立法之初，
就是一部应急的民法基本法，而不是一部完善的民法典。
因而，在《民法通则》完成之时，就预示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应当制定民法典，其中就包括制定一部
完善的《侵权责任法》。
为了完成这个立法目标，在20多年中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
 1.理论研究的准备 在制定《民法通则》当时，我国的侵权法理沦研究基本上处于荒芜状态。
那时候，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侵权法的理论专著，只有零星的侵权法研究的论文，能够提供参考的
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翻译过来的前苏联的数本侵权法理论专著，内容陈旧，体系不完整。
这样的理论准备是无法支撑侵权法立法和司法实践大厦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侵权法理论研究工作者首先从我国台湾地区的侵权法理论研究成果中吸取营养，
大量借鉴台湾地区学者的学说和主张，以及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经验，丰富自己的理论学说。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学者开始广泛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侵权法理论研究成果，总结中华
法系侵权法的基本内容，研究中国的社会现状和需求，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
的侵权法理论框架和内容。
至今，我国侵权法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研究成果受到各国学者瞩目，在世界各国的侵权法
理论中独树一帜，具有重要地位，为《侵权责任法》的制定提供了雄厚的理论基础。
 我国侵权法理论研究的最典型表现，一是侵权法理论专著和研究论文数量众多，学说不断发展创新，
既有数量上的规模，又有研究质量上的高水准；二是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数部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
，直接为侵权责任法立法提供理论依据，间接地为司法实践提供裁判参考。
因此，我国《侵权责任法》立法的理论准备已经完成。
 2.司法实践的准备 1987年1月1日《民法通则》开始实施，自然人和法人依据该法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
维护自己的权利，各级人民法院受理了越来越多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
一方面，《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为司法实践裁判侵权纠纷案件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改
变了依照政策和司法解释裁判侵权案件的无法可依局面；另一方面，大量在立法时不能预见到的问题
发生，促使法院不得不广泛借鉴外国的、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广泛借鉴侵权法的理论研
究成果应用于司法实践，推动侵权法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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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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