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300112268

10位ISBN编号：7300112269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新宝

页数：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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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

内容概要

侵权责任法在维护人们的行为自由与保护(救济)民事主体的权益方面发挥着同等重要的功能。
权衡侵权责任关系中的各种合理利益(自由)，对受害人(或者将来的受害人)的民事权益和加害人(或者
可能加管人)的行为自由予以均衡的保护(维护)，在受害人获得的赔偿与加害人承担的责任之间建立起
具有公正性的平衡机制，是侵权责任法的基本使命，也是侵权责任法立法程序参与者必须自觉遵守的
准则。
    本书作者长期从事民商法学尤其是侵权责任法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参与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草案的
研讨，在这一领域出版多种著作，发表大量论文。
该书是作者近十年来关于我国侵权责任法立法的系列思考成果，也是作者参与相关立法研讨过程、力
图解决其中疑难问题所做贡献的较完整记录。
对于读者了解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制定过程、认识立法进程中的各种观点、理解未来法律条文的含义，
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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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新宝，湖北省公安县人，曾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秘书长。
 
    作者长期从事民商法学尤其是侵权责任法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参与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草案的研讨
，在这一领域出版多种著作，发表大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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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立法理由书一般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对法典的总体说明；（2）对法典的编、章、节的分
别说明；（3）对各条文的具体说明，包括对该条文法律精神的揭示和相关概念的解释，阐述作出此
等规定的理由，以及举出相关的法例和判例。
立法理由书具有多方面的功能，首先可以帮助提高立法水平，避免起草者的盲目和任性。
其次可以帮助立法者（议员）更充分地了解草案的意图，促进草案获得立法者的认可（投票通过）。
最后也是立法理由书最重要的功能，是为未来的法律解释提供官方依据。
未来有关部门对民法典进行解释，首先应当查阅立法理由书，探求起草者的真实原意。
长期以来，我国立法部门不重视立法理由书的编制，这与下面将要讨论的“宜粗不宜细”的指导思想
密切相关。
虽然不编制立法理由书和只做一个“关于××法律（草案）的说明”更有时间效率，但对于提高立法
质量、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却无助益。
法律条文过分简略，立法理由书阙如，结果是使得法律的实施大打折扣。
民法通则可以算比较典型的例子，156条规定确实单薄，而王汉斌先生关于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也十分
简略，对民法通则的实施助益有限，以至于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颁布一部20条的“意见”。
即使如此，没完没了的司法解释还是处于进行时态。
近年来，学者在起草民法典建议稿开始注意到立法理由书的重要性。
梁慧星研究员负责主持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就附有“说明、理由与参考法例”。
笔者主持的《中国民法典·侵权行为法草案》也附有详细的说明、理由和立法例。
希望立法部门参考国际惯例和吸收学者研究成果，在制定民法典时编制高质量的立法理由书。
目前，立法部门的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也在做类似的工作，即在一部新法律颁布时以部门或者个人
的名义发表“解读”、“讲话”一类的作品。
如果有关部门将此等“创作活动”纳入立法部门的日常工作，将这类作品“正名”为官方的立法理由
书，则可以收到良好效果：一则可以提高作品的权威性，成为司法部门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权威资料，
成为学界研究与教学的一手材料。
二来也可以避避嫌，不再担心他人指责少数人利用国家公共资源谋取个人或小单位私利。
当然，对工作人员付出的劳动予以报酬则是必不可少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

后记

据说北京今年夏天很炎热，我幸运地躲了过去，在德国小城奥斯纳布吕克做了两个月的学术访问。
这是2001年回国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国”。
回国不久就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通知，有幸被邀请参加2009年8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的“
侵权责任法草案修改研讨会”。
王利明教授、杨立新教授、张新宝教授、崔建远教授、郭明瑞教授、王军教授、刘士国教授、李永军
教授、许传玺研究员、徐爱国教授，以及王成副教授、朱岩副教授、周友军副教授作为专家出席会议
。
另外一位受到邀请的专家因故没有出席。
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主持会议，法工委民法室的领导们差不多都出席了会议。
王胜明副主任告诉我们，这次会议是侵权责任法立法的最后一次“专家会”，此前法工委已经召开了
法院系统的研讨会。
既是“最后一次”，也就意味着以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发言的机会了，因此大家在这个规模不大的会议
上可以把意见说透：以前提过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再提，以前没有提过的也可以提；能够被接受的可以
提，不能被接受的也可以提。
一句话，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
讨论的基础是“2009年8月20日修改稿”。
这个稿子是法工委在“二次审议稿”基础上提出的一个草案文本，实际上与二次审议稿差别不大，但
是也有一些修改，主要是技术方面的。
讨论的目的是帮助形成“三次审议稿”，提交10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
会议给我很多发言机会。
既然是最后的“结案陈述”，不说白不说，那就尽量多说一些，也许其中有一些建议被决策者“不小
心”采纳呢。
说什么？
大多都是本书中的内容，不过是用更简洁的口语表达。
主持人告诫我们：意见光有道理不行，还要善于表达，即“会说话”的效果会好一些。
可惜的是，本人这方面确实缺乏足够的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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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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