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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并不存在一部名为《侵权责任法》的法律。
因为在它们的民法中，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皆属于债的发生原因，即产生了特
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所以，侵权行为的两大问题：侵权行为的成立与侵权责任的承担，被分别规定在民法典的不同部分。
其中，何种行为构成侵权行为，即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这一部分，通常作为一节或一章规定于民法典
债编的分则部分。
侵权责任的承担，包括损害赔偿请求权、连带责任等，则规定于民法典债编的总则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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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啸，1976年生于江西临川。
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兼任中国法学会证券法研究会理事、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产权产籍与测量委员会常务理事。
2008年5月-2009年8月，荣获德国洪堡基金会联邦总理奖学金，赴德国Osnabrueck大学欧洲法研究
所(ELSI)访学。
个人专著有：《中国抵押权制度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损
害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物权法·担保物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保证
合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侵权行为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不动产登
记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合著著作有：《中国物权法教程》(与王利明、尹飞合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民法学(第三
版)》(与王利明、杨立新、王轶合著，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物权法》(与崔建远等合著，清华大学
出版社2008年版)、《民法总论》(与崔建远等合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参编或主编书籍13部，在法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其他期刊和报纸上发表文章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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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基础理论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概述
一、侵权责任法的概念与特征
二、侵权责任基本法与侵权责任特别法
三、侵权责任法的法律渊源
四、侵权责任法在民法中的地位
第二节 侵权责任法的目标
一、侵权责任法旨在协调自由与安全的关系
二、侵权责任法据以协调自由与安全的方法
第三节 侵权责任法的功能
一、概述
二、补偿功能
三、预防功能
第四节 侵权责任法的体系
一、总则与分则的结构
二、一般条款与类型化
第五节 损害的补救
一、损害补救体系的发展
二、我国的损害补救体系
第二章 侵权行为
第一节 概述
一、概念
二、类型
第二节 侵权行为与其他债的发生原因
一、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
二、侵权行为与无因管理
三、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
四、侵权行为与缔约过失责任
第三章 保护范围
第一节 概述
一、概述
二、民事权利
三、民事利益
第二节 人格权
一、概述
二、生命权
三、身体权
四、健康权
五、姓名权
六、名称权
七、肖像权
八、名誉权
九、荣誉权
十、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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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婚姻自主权
十二、人身自由权
十三、人格尊严权
第三节 人格利益
一、死者的人格利益
二、遗体、遗骨上的人格利益
三、特定物品上的人格利益
四、其他人格利益
第四节 身份权
一、概述
二、监护权
三、继承权
第五节 物权
一、概述
二、物权人与占有人的关系
三、物权请求权与侵权赔偿请求权
⋯⋯
第二编 一般侵权责任
第三编 多数人侵权责任
第四编 特殊侵权责任
第五编 侵权责任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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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具有规制侵权责任特别法的功能首先，侵权责任特别法不能违背《侵权责任法》的
基本原则与精神理念。
我国的侵权责任特别法多采部门立法之模式，先由国务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牵头草拟条文，经国务院
审查同意后，提交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
在此过程中，许多行政主管部门为维护“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常将不少违背基本法律的规定
放人法律中。
有了《侵权责任法》后，尽管侵权责任特别法可以对某一类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责任承担加以细化
，但不能违反《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原则与精神理念。
例如，《侵权责任法》第73条已经明确规定“高速轨道运输工具”致害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因此，
任何单行立法都不得违背该规定，改采过错责任。
其次，侵权责任特别法不得随意规定各类侵权行为。
只有当某些侵权行为不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应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过错推定责任时，才有必要由侵
权责任特别法单独加以规范。
倘若侵权责任特别法可对任何侵权行为随意规范，《侵权责任法》就会丧失基本法律的地位，没有存
在的必要性。
这也会导致整个侵权法律体系的混乱与冲突。
（三）侵权责任基本法与侵权责任特别法的适用关系《立法法》第83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
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
”《侵权责任法》第5条规定：“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该条巾的“其他法律”即侵权责任特别法。
“另有特别规定”是指侵权责任特别法就侵权责任的成立和侵权责任的承担，作出了与《侵权责任法
》不相同的规定。
因此，在适用侵权法律规范时，应先适用侵权责任特别法；没有侵权责任特别法的，再适用侵权责任
基本法。
三、侵权责任法的法律渊源我国侵权责任法的法律渊源以各种制定法为主。
依据立法权限和效力等级的不同，制定法可被分为：宪法、法律、法律解释、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经济特区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规章（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政府规章）。
“民事基本制度”属于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立法法》第8条第7项）。
侵权责任制度为民事基本制度，应由法律规定之。
行政法规不能规定侵权责任，除非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立法法》第9条）。
至于地方性法规、经济特区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规章等，更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的法律渊源。
总而言之，我国侵权责任法的法律渊源是宪法、法律、法律解释及司法解释。
（一）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序言）。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立法法》
第78条）。
《宪法》明确规定了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如平等权、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财产权等，规定这
些基本权利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国家公权力对人民私权利之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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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侵权责任法教程》是21世纪民商法学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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