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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中居于突出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为人民法院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类型和数量上发生了重大变化，给审判实
践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现有规范已不能适应当前审判实践的迫切需要。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历时数年，在总结我国长期以来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实践经验，借鉴国内外先进
立法和判例学说的基础上，起草了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并于2003年12月4日由最高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99次会议通过，2003年12月29日公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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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2004年5月1日起施行。
    该司法解释主要涉及人身损害赔偿审判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如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经营
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学校等教育机构的责任、雇主责任、工伤保险赔偿与民事损害赔偿之间的相互关
系、定期金赔偿等等，并统一了人身损害赔偿的赔偿范围和标准。
该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于加强对人身权利的司法保护，进一步强化全社会的权利尊重和保障意识，具
有重要意义；解决了长期以来审判实践对人身损害赔偿的赔偿范围和标准无统一规范，不利于人民法
院依法公正、及时地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问题。
同时，该司法解释对侵权损害赔偿领域里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
有益的经验。
    为了准确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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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草原意，
并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和实务界、理论界的有关同志，以该司法解释为主干，结合
我国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规范，撰写这套《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实务丛书》。
本套丛书不仅比较准确、详实地表述了司法解释的精神，而且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我国人身损害赔偿
法律规范的内容。
    《人身损害赔偿新制度新问题研究》是本丛书的一种，本书从人身损害赔偿新制度新问题人手，根
据近年来出台的人身损害赔偿有关法律制度规定和立法精神，结合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
释发布以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
不仅对人身损害赔偿新制度进行针对性的研究，而且对实践中所涉及的典型案例进行了类型化的分析
，尤其对此类侵权损害赔偿实践中的同命不同价、学校责任、雇主责任、工伤事故、抛掷物侵权、危
险责任、精神损害赔偿等热点问题的责任认定与法律适用等，均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与研究，系人身损
害赔偿新制度适用研究的最新之作，可资广大读者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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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两被告之间，朱某对所饲养的狗疏于防范，对损害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海安县某镇初中疏于
校园安全管理，是损害发生的次要原因，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据此，法院依法作出了如下判决：被告朱某和海安县某镇初中分别向原告张某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
补助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2171.55元和930.66元。
根据“司法解释”第3条第2款的规定：“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
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依此，还无法判定无过错责任一方与承担过错责任的一方能否构成共同侵权。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之外，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并不存在进一步细分为直接结
合与间接结合的问题。
但对于本案，在依笔者看来，动物饲养人责任和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之所以很难构成共同侵权，不
是因为前者属于无过错责任，从而不能构成共同侵权　　因为环境侵权属于无过错责任，但仍有共同
侵权法理的运用，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归责原则的不同，使得二者的结合很难具有“司法解释”所
谓的“直接性”或所谓的“过错内容的共同性或相似”甚至违法行为的客观共同性等特征，所以二者
不构成共同过失，从而只能按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处理。
　　如果说本案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还较为清晰的话，那么在下边的这一案例中，两被告所承担的是否
属于共同侵权责任就有待于进一步分析了。
2003年6月，张永准备建房，遂与沈峰口头协商，拟定从沈峰处购买工业楼板，该楼板按16元／米计算
价格，由张永先预付楼板款2000元，其余款项根据原告最后使用数量计算，待以后再行支付。
与此同时，张永还与李奇达成口头协议，由张永备料，李奇包工，为原告承建该房，并按每平方米35
元的价格计算报酬，由张永先行支付给李奇人工费20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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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根据近年来出台的人身损害赔偿有关法律制度规定和立法精神，结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发布
以来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全新的、系统的和比较深入的研究。
本书不仅对人身损害赔偿新制度进行针对性研究，而且对实践中所涉典型案例进行类型化分析。
本书对侵权损害赔偿实践中的同命不同价、学校责任、雇主责任、工伤事故、抛掷物侵权、危险责任
、精神损害赔偿等热点问题的责任认定与法律适用等，均作了独到分析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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