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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986年4月12日立法机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到2009
年12月26日通过并于2010年7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
，中国《侵权责任法》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走过了一个不断发展的道路，已经进入了完善时期。
《侵权责任法》实施以后，在保护民事权利、制裁和预防侵权行为、保障社会和谐稳定中，必将发挥
重大的法律调整作用。
我作为对侵权法专门研究了30年的民法专家，对于这部重要法律的诞生感到欣慰和自豪。
就我自己而言，30年的研究，就是为了迎接这部法律的到来。
因此，我为此付出的一切艰辛和努力，都是值得的。
　　1975年，我走进法院，成为一位民事法官，就开始办理侵权损害赔偿案件。
随后。
在做调查研究工作中，深入学习和研究了侵权法的理论和实践。
1981年在《法学研究》上发表的第一篇法学论文，就是关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文章。
1988年，我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国内第一部侵权法的理论著作《侵权损害赔偿》，目前已经出版
了四版，印行30，000册。
在近30年的时间里，我的一切研究工作都没有离开过侵权法。
　2001年，我离开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追求的就是能够直
接参加民法典的立法工作。
几年来，参加了《物权法》的起草工作，同时也开始了参加《侵权责任法》的起草工作。
2001年，我和王利明教授负责起草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我写出了第一稿，随后进行集体修改
，2002年初完成了建议稿，提交给全国人大法工委。
2002年4月，法工委召开专家研讨会讨论这个建议稿，并在2002年12月提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其中第八编就是“侵权责任法编”。
2006年，我接受了中国法学会的科研课题“中国侵权责任法制定研究”，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于2007年完成，在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之后，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受到各界好评。
2008年4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开始了《侵权责任法》的正式起草程序，一年多来，我参加了几乎所有的
专家研讨会，对《侵权责任法草案》的每一个条文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同时，我还在《法制日报》理论版开辟专栏，对侵权责任法制定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修改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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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侵权责任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为起点，是作者三十五年来致力于侵权责任法理论
与实务研究的集大成，其特色在于以实务为本位，以理论为支架，深入浅出地阐释侵权法博大精深的
内容，力求裨益于法学研习者，指导法官和律师实务，也为普法、用法、维权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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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新，男，山东省蓬菜人，1952年生于吉林省通化市。
曾任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民事行政检察厅
厅长、检察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国家检察官学
院教授和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
从1980年研习民商法，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解决疑难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国内和香港、日本等地出版民商法专著20部，主编3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
《中国法学》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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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侵权请求权的竞合和聚合　　（一）侵权请求权竞合和聚合的基础　　侵权请求权竞合是指
一个侵权行为产生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请求权，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请求权合并在一起，或者分别行使
，或者一并行使，或者择一行使的现象。
　　请求权竞合来源于法律规范竞合理论。
现代法律都作抽象规定，并且从各种不同角度对社会生活加以规范，所以，经常发生同一事实符合几
个法律规范的要件，致使这几个法律规范都可以适用的现象，这就是法律规范竞合。
法律规范竞合有发生在不同法律领域的，例如，故意毁坏他人物品，一方面构成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
，另一方面亦构成侵权损害赔偿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刑法规定的刑罚与民法规定的损害赔偿责
任都可以适用，互不排斥。
这是因为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各有自己的目的，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对行为人予以惩罚，并防止将来
侵害的发生；民事责任的目的主要在于补偿被侵权人之损失，平复过去侵害的结果，因此二者可以并
行不悖。
对此，《刑法》、《刑事诉讼法》、《侵权责任法》的相关条文都设有明文规定。
法律规范竞合也有发生在同一法律领域的，如刑法上的法规竞合，民法上的法规竞合等。
　　民法上的法规竞合通常表现为请求权竞合，情况颇为复杂。
这是因为民法是以权利为中心，而它的外部表现形态多是请求权。
同一事实符合数个法律规范的情况，必然表现在请求权上；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竞合，就是这种请
求权与依其他民法规范产生的请求权是由同一法律事实发生的；请求权的竞合，将产生一定的法律后
果。
　　（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竞合和聚合的形态　　1.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竞合的表现　　（1）侵
权民事责任与违约民事责任竞合　　侵权民事责任与违约民事责任竞合，即一个侵权行为，既产生侵
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又产生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竞合。
行为人的一个行为既产生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又产生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两个请求权救济的内容
是一致的，权利人只能行使一个请求权。
例如消费者购买的商品在使用中爆炸造成人身伤害，受害人既可以依据合同向商家请求违约损害赔偿
，又可以依据侵权法向缺陷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请求侵权损害赔偿，两个冲突的请求权只能行使一
个。
　　（2）侵权责任与不当得利责任竞合　　侵权责任与不当得利责任竞合，就是一个行为，既产生
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又产生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
例如，出纳员出于工作上的疏忽，将一卷票面为10元的人民币误为每张5元交给了领款人，领款人恶意
领受，这时，受害人即同时产生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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