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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中，读者不仅可以了解到传统侵权类型的最新案例与最新理论动态，而且可以了解到如今金融市
场中的侵权，网络环境下的侵权等新型民事侵权类型的法律处理方式，同时还可以了解到最新法律文
件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角
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对于各种侵权热点问题的最新规定。
此外在本书的排列体例上，作者还注重通过传统排列体例与侵权领域单列体例相结合的方式，使广大
读者能够更为系统全面地了解民事侵权的疑难问题与法律处理方式。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虽然立意为案例解析，但并不局限于案例的罗列与简单分析，而是同时注重向广
大读者介绍对于类似问题的实际处理方法，以希望能对读者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遭遇的类似问题提供有
益的参考与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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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案中某杂志社由于文章报道严重失实从而侵害他人名誉权，是名誉侵权中的一种典型并带有普
遍性的案例。
任何新闻报道、报纸杂志在对真人真事进行报道、评论、传播时，都不得与事实不符从而影响公民、
法人原有的社会评价。
在本案中，该杂志为增加炒作效应，使用虚构和严重失实的报道，对原告的社会评价造成严重影响，
从而侵害了原告的名誉权。
故原告有权依法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
原告的要求也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2)类似情况处理：　　目前我国新闻文化产业日趋发达，各种媒体大量刊登对于社会热点问题
的评论或者报道文章。
在媒体竞争日趋激烈的同时，一些媒体为追求发行量，不惜使用虚构或者失实的报道来赢得观众，从
而导致侵犯公民、法人的名誉权。
新闻媒体报道名誉侵权具有一定的认定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出台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和1998年出台的《关于审理名誉
侵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于侵害名誉权的规定，都是以新闻报道主要内容失实，损害他人名誉
，才认定构成侵害名誉权。
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新闻媒介批评的人不管对批评如何不满，通常只有在新闻中找到“失实”的表现
才可以提起侵害名誉权或诽谤指控。
对“新闻官司”的判决一般总要先认定新闻失实，然后才判定新闻侵权。
正当的新闻批评虽然会使被批评人受到社会的谴责，似乎他的名誉受到了伤害，但这种批评和谴责是
真实的，是与他的消极表现相符合的，所以不构成法律上的侵权。
只有以虚假事实指责他人，给他人造成消极的社会评价，才构成名誉侵权。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事侵权常见案例解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