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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侵权责任法研究（下卷）》以我国《侵权责任法》为依据，结合学界关于侵权责任法的最新研
究成果和我国的司法实践经验，并在借鉴国外侵权立法先进经验与前沿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我
国侵权责任法的分则体系，并针对各种侵权责任类型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
　　作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是按照&ldquo;总一分&rdquo;结构建立起来的制度体系，其中分
则主要是根据过错推定和严格责任归责原则构建的。
从解释论的角度而言，《侵权责任法》第四章&ldquo;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rdquo;应当属于分则
的内容。
作者还分别对产品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医疗损害责任、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高度危险责任，
饲养动物致人损害责任和物件致人损害责任等各类具体侵权责任的责任主体、构成要件、免责事由、
责任的承援方式等诸方面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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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利明，1960年2月生，湖北省仙桃市人，1981年获湖北财经学院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0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9年2月至1990年2月、1998年8
月至1999年6月，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进修。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
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
曾获“中国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等荣誉称号，以及教育
部优秀青年教师奖、第一届中韩青年学术奖、长江学者等奖励。
主要学术成果：专著《违约责任论》（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侵权行为法
归责原则研究》（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司法改革研究》（获司法
部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吴玉章科研基金三等奖）、《物权法论》、《物权法研究》（获第六届国家
图书奖提名奖），《合同法研究》（第一、二卷）、《民法总则研究》（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获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我
国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一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主编
或合著《民法新论》（上、下册，获北京市高等学校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高等学
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优秀奖）、《民法·侵权行为法》（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
等奖、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人格权法新论》（获第九届中国图书评论奖）、《人格权法
研究》（获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二等奖）；发表论文集《民商法研究》（1至8辑）和学
术论文二百余篇。
曾两次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王利明教授作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起草小组成员。
全程参与了《侵权责任法》的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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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侵权责任法分则的体系第一编  特殊主体的侵权责任第一章 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的一般
理论第一节 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的概述第二节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四章 规定的特点和适用第
二章 监护人责任第一节 监护人责任概述第二节 监护人责任制度的比较法分析第三节 监护人责任的归
责原则第四节 监护人责任的构成要件第五节 监护人责任的承担第六节 被监护人的公平责任第三章 暂
时丧失意思能力人的责任第一节 暂时丧失意思能力人责任概述第二节 暂时丧失意思能力人的责任承
担第四章 用工责任第一节 用工责任概述第二节 用工责任的归责原则第三节 用工责任的构成要件第四
节 单位用工责任第五节 个人用工责任第五章 网络侵权责任第一节 网络侵权责任概述第二节 网络用户
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单独侵权责任第三节 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第六章 违反安全保
障义务的责任第一节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概述第二节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归责原则第三节 违反安
全保障义务的构成要件第四节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两种类型第五节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范围第
七章 教育机构的责任第一节 教育机构的责任概述第二节 教育机构对校内人员侵害的责任第三节 教育
机构对校外人员侵害的责任⋯⋯第二编 严格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第八章 产品责任第九章 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第十章 医疗损害责任第十一章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第十二章 高度危险责任第十三章 饲养动物
致人损害责任第十四章 物件致人损害责任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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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还存在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保护性法律导致损害以及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
缺陷或者输人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损害的情形，而这些情形并不能单纯地、一律适用过错责任。
因此，《侵权责任法》第58条、第59条分别对其规定了过错推定责任和无过错责任。
可见，从医疗侵权整体上看，其并非一律适用过错责任。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侵权责任法》分则体系主要围绕过错推定责任和严格责任原则而展开，但这两
种归责原则并不是泾渭分明的，相反，这两个原则在适用于各项分则制度时往往是相互交错的，严格
责任主导下的特定侵权责任类型中可能涵盖了个别过错推定责任；过错推定责任主导的侵权责任类型
中也可能涵盖了个别严格责任。
例如，《侵权责任法》第十章“饲养动物损害责任”整体上采用了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无论动物的
饲养人和管理人是否存在过错，都需要对动物致他人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但鉴于动物园所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特殊性，不宜课以如此严格之责任，因此，《侵权责任法》第十
章第81条例外地采用了过错推定责任。
（二）以责任主体为中心轴的分则体系前文讨论了第五章至第十一章构成的侵权责任法分则体系，在
每一章中，都有一个主导的归责原则。
但与这七章不同的是，《侵权责任法》第四章所包括的各类侵权责任规范在归责原则上不尽一致，该
章规定的各种责任类型并不完全适用特殊的归责原则。
例如，第36条关于网络侵权的规定，第37条对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第39条关于教育机构对限制行为
能力人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第40条关于教育机构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对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
为能力人的安全保障义务，其实际上都是采用了过错责任原则。
这些责任就其适用过错归责原则而言，在本质上不应当属于特殊侵权。
但是，法律之所以将其作为特殊侵权规定，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责任中，多数情况下责任承担主体与侵
权行为人存在分离。
本章之所以名为“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就是基于这一原因。
另一方面，这几类责任形态的归责原则可能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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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侵权责任法研究(下卷)》是中国当代法学家文库·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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