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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我国的法制建设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国家的基本方略和全社会的共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水平不断提高，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权利正在得到切实尊重和全面保障，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法治环境不断改善。
但是，伴随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而引发的重大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化，无论是在不同
法学门类的理论研究与制度实践中，还是在国家宪法和各种法律的创制与实施中，依然面临着法治理
念的冲突、权利配置的失衡、法律适用的困惑和法律效果的偏差等诸多问题，亟待理论上的深入研究
和实践上的制度探索。
为此，我们优先选取企业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合同法、劳动法、婚姻家庭法、金融法、民事诉
讼法和损害赔偿法等与主体权益保障和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九个法律领域，就其学术研究和法律
适用中的疑难问题，作出重点整理与深入分析，并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或根据法理提出解决方案，
以期能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民众提供一套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实用性的法律丛书。
    作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法律适用文库之一，这套丛书呈现出以下鲜明特
色：一是前沿性，即无论是丛书的整体选材，还是每册疑难问题的抓取，均须以事关广大主体的社会
经济发展利益的争议焦点为基点，以免流于一般；二是时效性，即无论是法律依据的采用，还是解决
方案的选定，均须以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为依据，以免不切实际；三是学理性，即无
论是对于争议焦点的分析与评价，还是对于解决方案的确定与论证，均须力求做到“知其然，知其所
以然”，以免主观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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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总则  一、侵权行为分为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无过错责任和事故责任侵权行为四种类型  
二、侵权行为不法性的判断标准是其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产生了损害结果并能够排除正当化事由以及
违法性阻却事由  三、侵权损害赔偿归责原则有过错责任、过错推定责任、无过错责任和事故责任原
则  四、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消
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八种方式  五、过错责任原则主要适用于一般侵权行为，坚持“谁主张
，谁举证”的责任分配方法  六、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应严格依法限定  七、无过错责任的免责
事由包括不可抗力、受害人过错和第三人过错等  八、受益人承担补偿义务的条件主要是发生损害结
果、受害人不能获得充足赔偿和法律的明确规定  九、数人侵权行为具有共同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是
数人的致害行为侵害了同一法益且与该法益的受损结果有因果关系  十、共同危险行为人致人损害，
承担连带责任  十一、无过错联系的共同加害行为构成共同侵权  十二、过失相抵的适用条件是受害人
存在主观过错、实施了违法行为，且违法行为是损害发生或扩大的原因  十三、不可抗力的抗辩效果
是行为人不承担侵权责任  十四、责任聚合时优先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十五、责任竞合的情况下，权利
人一般可以自主选择请求权  十六、侵权禁令的适用条件为存在现实危险、当事人提出申请并提供担
保  十七、按份责任的承担应结合主、客观因果关系论确定  十八、连带责任人行使追偿权的范围包括
行使追偿权的责任人范围和行使追偿权的责任范围  十九、分担责任的适用条件为双方都无过错、致
害人行为造成了损害后果、法律有明文规定  二十、垫付责任人追偿权的保护期限应有所限制  二十一
、适用免责事由主要是基于主观目的的正当性、客观原因、相对方过错及法律的明文规定第二章 过错
的侵权行为  一、“安乐死”不构成侵害他人生命权，但要通过具体立法对其适用条件和实施程序进
行严格规定，防止其滥用  二、胎儿在未出生前受到健康利益损害的，从其出生时起具有损害赔偿请
求权  三、侵害身体权和侵害健康权并不完全重合  四、丈夫和妻子的生育权应平等保护  五、侵害姓名
权的责任承担方式应与其侵害的姓名权的性质相适应  六、名称权和商标权发生冲突时，应适用有条
件的在先权机制  七、侵害名誉权、荣誉权的责任承担方式应坚持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并重的原则  八
、新闻报道严重失实，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九、内部刊物、资料所载内容有损他人名誉的，应
根据其性质、传播对象和传播范围等因素认定是否构成名誉侵权  十、在新闻侵害名誉权诉讼中，媒
体可以用抗辩事由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  ⋯⋯第三章 过错推定的侵权行为第四章 无过错的侵权行为第
五章 事故责任侵权行为第六章 侵权损害赔偿相关法律、法规名目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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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则　　二、侵权行为不法性的判断标准是其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产生了损害结果并能够
排除正当化事由以及违法性阻却事由　　【争议焦点】　　侵权行为不法性问题，关系到侵权民事责
任的正确认定，不论是关于侵权行为不法性含义的界定，还是侵权行为不法性判断标准的确定，都颇
有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侵权行为不法性的判断标准主要看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另一种观点认为，侵权行为的
不法性还要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分析与结论】　　从我国民法通则看，没有出现“违法”或“违法性”之类的术语。
但是，在民法通则中有称“侵害权利”的，有称“侵害财产、人身”的，有称“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的，等等。
但何为不法并没有明确，导致“违法”、“违法性”、“不法”等概念不清。
　　侵权行为不法性的独立性问题，对探讨侵权行为不法性的判断标准而言，具有基础意义。
确定侵权行为不法性的判断标准，须先对侵权行为不法性的含义作出选择。
所谓不法性，指法律对加害行为之外形依其所生之损害结果所作的实质的否定性评价。
关于侵权行为不法性的独立性问题，国内较具代表性的诠释有两种：一是肯定说。
这种观点认为，违法性有其独立的含义，如杨立新先生认为，不法是指行为在客观上与法律规定相悖
，主要表现为违反法定义务和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并认为故意违反道德观念、善良风俗而直接或间
接加害于他人亦构成违法。
①张新宝先生认为，加害行为违反的“法”应作广义的理解，包括法规、规章、法律基本原则及司法
解释，包含有确认与保护他人民事权益的内容或者包含有行为人义务的内容。
加害人的行为违反了这样的法律，即是“不法”。
同时也认为虽然不违反已有的法律规范，但违反了公序良俗也属于具有不法性；⑦认为如果在侵权行
为的构成要件中缺乏违法性（即不法性），则会导致侵权责任范围过分扩大。
③二是否定说。
这种观点认为，行为的不法性概念并不具有独立内涵。
一方面，侵权纠纷种类繁多，侵权行为法不可能对各种侵权行为作集中性的列举规定，因此，很难确
定不法行为的独立内涵。
另一方面，民事侵权行为多为过失行为，对这些行为很难判定其是否具有不法性，只能确定行为人是
否有过错。
所以作为责任构成要件的行为不法性概念，并不具有与过错相区别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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