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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能够为本学者建议稿作一个简要的序言，是我的荣幸，理由如下：首先，在向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提供法律咨询合作的工作中，我与两位作者的合作非常愉快，并且相信此种合作在将来仍将继续
。
两位作者的观点以及富有成效、乐于讨论的立场对过去成功举办的多次活动贡献良多。
2006年在中国广东东莞举办的侵权法国际研讨会的诸多场景至今仍保留在我的美好记忆中。
此后，在北京举办的侵权法国际会议上，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专家之间的学术争论，也使我想起了中
国学者之间“和而不同”的学术争论。
其次，侵权法是当前中国立法计划中最重要部门法之一。
将来《侵权法》的颁行，将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提供又一个基石。
早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时，旋即展开了是否应当制定一部新的民法典的争论，此种争论最终促成
了1986年《民法通则》的出台，该法直至今天仍然是中国民法中的“基本法”。
此后，1999年通过了《合同法》，其中原来一些仅仅适用于对外经济关系的制度成为一般性的规则。
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法典》一稿提起了审议。
2007年开始生效的中国《物权法》总结了中国转型时期有关各种物权制度的规定。
而侵权责任法是当前立法工作中通向一部完善的民法典的又一部重要法律。
目前，有关合同外责任的规定散见于《民法通则》、众多的特别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
将来的侵权法将总结上述各种规定，加以体系化，并进一步发展各种规定。
第三，我认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建议稿反映了国际范围内有关侵权责任法的富有成果的讨论，
对于中国侵权法的讨论将有所裨益。
本建议稿从欧洲大陆两个重要的立法（即《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出发，参研了当代发达
工业化国家最新司法判例，并对此加以体系化。
此外，还参考了欧洲侵权法统一过程中的两部草案《欧洲侵权法原则》和《欧洲共同参考框架草稿》
中第六编“合同外责任”）。
此外，该建议稿还参考了其他最新的侵权法立法成果，如《荷兰民法典》中的侵权法。
在中国，人们怀着极大的兴趣研究欧洲私法统一以及欧洲一些国家中的最新立法成果；在向中国侵权
立法提供咨询和讨论的过程中，这些立法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我个人认为，本建议稿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因为它反映了就侵权责任法重要问题所展开的讨
论及作者的立场。
此外，两位作者针对一些具有争议的问题也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就此为将来展开进一步讨论提供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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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议稿旨在建构一个规范、符合风险意外事故社会需要的现代侵权法，以自然人侵权责任、企业责任
与危险责任为核心内容。
建议稿第一章就侵权责任发生的请求权基础、受保护利益及责任主体设有规定，是侵权法规范体系的
创新。
受保护的利益包括纯粹经济上的损失、自然环境及生态损害，并对间接侵害与责任关连性加以规定，
在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实具特色。
传统侵权行为法以个人责任及过错责任为重点，建议稿作了若干重要的补充修正。
建议稿以企业责任为中心，明确其成立要件、责任主体、雇主及雇用人责任，并就环境责任、国家责
任特设规定，乃侵权行为法现代化的核心。
关于危险责任，建议稿扬弃德国等立法例的列举主义，而采概括一般原则，并就交通工具、动物、建
筑物特设规定，明确其要件。
值得重视的是，建议稿的立法技术、风格采较开放性的概念体系，留给立法及实践以形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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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归责原则以过错责任为中心还是采以过错责任和危险责任（无过错责任）并重的双轨制内在
体系？
早在罗马法中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早期危险责任的形态，集中体现在动物侵权中。
由于早期社会中科学技术尚不发达，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工业生产，因此，作为“无法完全预见其行为
”的动物成为重要的危险来源。
早在十二铜表法中就出现了有关动物侵权的规定，罗马法中针对动物侵权采取“actio depauperie”的
诉讼模式，即在动物没有人为因素干扰的情况出现了不同于预期正常状态的行为，动物饲养人就动物
危险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罗马法之所以强调动物侵权建立在动物出现了非人为因素影响的“突发行为”，目的在于平衡动物饲
养人、受害人以及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与现代侵权法不同，依据罗马法，动物侵权责任人可以通过将致害动物交付给受害人替代损害赔偿。
①但是，如果动物饲养人本身同时还具有过错，即发生了无过错的动物侵权责任与过错责任竞合，则
仅仅通过交付致害动物不能免除责任。
动物的范围在开始时限于四脚役用动物，而后扩张大到其他各种动物。
受到当时法学研究水平的限制，罗马法将动物侵权中的动物危险行为归结为“动物本身从事不法行为
”，而不是“饲养动物”本身是真正的“危险源”。
所以，在动物侵权之后已经死亡的情况下，罗马法规定动物饲养人免除责任的规定就不难理解了。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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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建议稿虽系针对立法，但实为一本具高度科学性及学术价值的著作。
建议稿是建立在比较法的立法例、学说及实务之上，融会贯通、推陈出新，而能有创设性的理论架构
及哲学基础，体现于其详细、精致及深刻的立法理由。
建议稿所涉及的问题，均具重要性，足以启发思考，引导研究方向，作为专题研究的课题。
　　——王泽鉴该学者建议稿的起草借鉴了欧洲大陆最新的侵权法研究成果和立法经验。
⋯⋯这些最新的立法经验和研究成果对于中国侵权法的起草工作和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利明对于希望了解世界各国有关侵权法的讨论的人们，从该建议稿中将获益良多。
　　——[德]尤翰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该部中国侵权责任法学者建议稿旨在展现一个面向21世纪的侵
权法，其借鉴了在20世纪西方工业社会所积累的经验，并且超越了在19世纪占有统治地位的欧洲大陆
法典化的立法经验。
　　——[德]米克利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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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侵权责任法(学者建议稿及其立法理由)》：2010年中国有可能通过重要的一部法律：《侵权行
为法》。
本学者建议稿与立法理由，由中德两位著名学者共同撰写，在中国民法学研究领域还是首次。
反映了国际范围内关于侵权责任法的富有成果的讨论，对于中国侵权法的讨论与通过将有所裨益。
由学者提出立法的专家建议稿，不仅仅是一项立法活动，而且更重要的是一项学术研究活动。
侵权行为法在影响上在物权法之上，应该有一定的市场反映，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民法学界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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