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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民法研究所组织编写了本套《民法学
》教材。
王卫国教授担任本套教材的总主编。
根据我校民法学课程设置，本套教材分为以下五卷：卷一民法总论（主编王卫国）卷二物权法（主编
刘智慧）卷三债与合同法（主编胡利玲）卷四侵权责任法（主编李显冬）卷五婚姻家庭继承法（主编
夏吟兰）本套教材是本着以下理念编写而成：立体式教材。
教材是学生开展学习的资料，是教师从事服务的工具。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和教师是平等主体，二者的积极性不可或缺。
一部好的教科书，应该是一个包括理论陈述、专题研讨、案例分析、要点归纳、思考与练习等多种要
素的知识平台。
它所提供的不仅有记诵的对象，而且有研究的对象；它不仅让人接受知识，而且引人发现知识。
因此，要从多视角、分多层次、以多种方法、用多种资源来搭建立体式的教学构架。
在教材的形式上，各章节应当以具有不同功能的若干板块组成。
在资源的配置上，提倡采用“3w”构成法，即运用概念和逻辑进行对象描述（what），引用经典论述
或历史典籍揭示制度的理由或背景（why），这用案例探求规则适用和问题解决的方法（How），使
学生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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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深入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中国政法大学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中国政法大学长期从事法
学教育的骨干教师，精心编写了这套新纪元高等政法院校系列教材。
    本套教材力求适应高等法学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要求。
当前的法学教学，在教学目标上，重视由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变；在教学方法上，逐步由传统课堂
讲授向案例教学、实践教学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转变；在教学手段上，尽量利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
学手段提高教学水平；教学模式由过去单一的课堂教学为中心转变为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学生主体、
师生互动的全方位学习模式。
本套教材正是适应法学教育的这些新趋势编写的。
    本套教材在内容上注意吸收国内外法学教育、科研的最新成果，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我国法
治建设的实际，注重知识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具体地讲，本套教材重视学科知识的系统性；重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重视收集
典型的案例、整理资料索引、编写多种习题。
所有这些努力将既有利于激发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又有利于学生学习和
教师利用新的教学手段、组织多种形式教学。
 本套教材编写体例上继承了传统教材的优点，做到科学、规范、统一，并力求有所创新，以适应21世
纪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全新要求。
    参与编写本套教材的人员，或为在法学界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前辈，或为法学研究中崭露头角的学术
新人，他们均是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一线教师，深谙法学教育教学的特点与规律。
本套教材是他们在法学教学和研究领域长期钻研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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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作为和不作为一、概念当肇事事实是人的行为时，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
换言之，侵权行为可以表现为作为的形式，也可以表现为不作为的形式。
（一）作为的概念所谓“作为”是指行为人积极的举止动作。
负有消极不作为的义务而实施了积极的行为致人损害的，就是所谓“积极的侵权行为”。
以积极的“作为”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后
果负法律责任。
对作为的认识，理论上虽并不尽一致，但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了解，本质上其应属于事实的范畴。
简而言之，凡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只要当事人违反法律而实施了此种行为，就构成了一种以作为的
形式表现出来的侵权行为。
（二）不作为的概念所谓“违法的不作为”其实就是指，当事人负有作为的义务，应当作却没有作，
因此而致人损害，故其也被称之为“消极的侵权行为”。
不作为是指行为人消极的静止状态，但其并非指一切属于人类的消极的静止状态，而是强调必须是先
有作为义务而又违反之，才承担不作为的法律责任。
当然，当事人的应当做的行为必须是基于法律规定所要求的，纯粹的道德上的或者是社会价值判断上
的义务的违反并不构成这里的“不作为”，当然也就无需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毋庸置疑，不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两者都能构成产生侵权损害赔偿的违法行为。
换言之，违法行为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为的违法行为，另一种就是不作为的违法行为。
二、不作为侵权行为的典型形态在侵权法领域，大量的是作为的加害行为，不作为行为作为加害行为
，在理论上并无障碍，但具体到个案处理，并非是一目了然的事，故需要对其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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