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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侵权责任法疑难问题专题研究》选取了17个《侵权责任法》颁布之后学术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热
门疑难问题，表达了作者对这些问题的个人独到见解。
本书定位于研究生教材和教辅，但按照专著体例撰写，主要用于研究生教学使用，侧重对《侵权责任
法》条文适用中的疑难问题进行解释论探讨，也可供理论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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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竹，男，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民商法争鸣》执行主编；兼任中
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侵权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保险法学研
究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侵权法、物权法、人格权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999年-200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相继获得管理学学士、民商法学硕士和民商法学博士学位，曾先后赴美
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和我国台湾地区东吴大学法学院交流。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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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 论
专题一:《侵权责任法》立法程序合宪性与“民法典”起草过程中的宪法意识研究
专题二:实质意义上侵权法的效力判断方法与立法展望研究
侵权责任构成论
专题三:网络侵权责任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专题四:违反产品普遍性缺陷流通后补救义务的侵权责任研究
专题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研
专题六: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侵权责任研究
专题七:不动产设施设置缺陷责任研究
侵权责任分担论
专题八:受害人过错制度研究
专题九:教唆行为与帮助行为研究
专题十:共同危险行为研究
专题十一:数人侵权责任分担中最终责任份额的确定方式研究
专题十二:连带责任分摊请求权研究
专题十三:补充责任研究
专题十四:不真正连带责任研究
侵权责任公平论
专题十五:我国侵权法上公平责任一般条款的体系定位研究
专题十六:我国侵权法上公平责任的类型化研究
专题十七: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道义补偿责任研究
参考文献
土鳖而立，to be e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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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国《侵权责任法>于2009年12月26日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二次会议通过。
由于该法一直被认为是与《物权法》、《合同法》并列的民事基本法律，因而其未能提交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审议通过，在社会上和学界引起了较大的争议。
对此质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王胜明副主任在当天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布会
上作出的解释是：“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反复研究认为，《侵权责
任法》从实际内容看是在《民法通则》等法律的基础上制定的。
《民法通则》是1986年制定的，在此之后还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法律。
《侵权责任法》是对《民法通则》等法律的细化、补充和完善。
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常委会可以通过《侵权责任法》。
”王胜明副主任的解释，只能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确信《侵权责任法》由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程序符合《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但未正面回应《侵权责任法》到底是不是宪法意
义上的“基本法律”。
而从徐显明教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侵权责任法（草案）》时，建议《侵权责任法（草案）
》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意见和理由来看②，该问题仍然具有详细说明的必要。
 联想到2005年《物权法（草案）》的“违宪风波”，笔者认为，“民法典”分编起草过程中应该进一
步加强宪法意识。
民法学界对于“民法典”分编起草过程中存在的合宪性质疑，都应该予以正面的合宪性论证。
这样既可以避免因为“民法典”分编起草可能产生的合宪性瑕疵，同时也有利于民法学界宪法意识的
提高。
下文将对《侵权责任法》制定程序的合宪性作出正面回答，并试图对“民法典”分编起草过程中应有
的宪法意识作出框架性的分析，以期对未来“人格权法”、“债法总则”的制定和“民法典”的法典
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合宪性问题，作出预防性的风险提示。
 一、“民法典”分编起草模式是产生过程性违宪风险的背景性原因 （一）重新审视“批发”改“零
售”的“民法典”分编起草模式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开始第三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
从1980年8月15日的《民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到1982年5月1日的《民法草案》（第四稿），当时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起草小组一直是按照整体起草“民法典”的模式在进行。
在即将提交通过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的讲话改变了其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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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学研究生用书:侵权责任法疑难问题专题研究》的鲜明特色有二，其一：《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程
序具有合宪性，但欠缺妥当性。
民法典在起草过程中应当主动加强宪法意识；其二：我国民法典将完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已经形成的法制背景下，民法学界最恰当的选择应该是以“合理性推定”作为民法解释学的基本解释
取向，与立法机关一道，携手为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的诞生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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