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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前，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法律渗透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准确、适当地运用法律法规，对于公民、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维护自身权益。
维护正常工作、生产经营秩序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但是，如何面对汗牛充栋的法律、法规文件，如何把分散各处的相关配套规定集中起来，如何理解与
适用法律、法规中的重点、难点，始终是困扰有关当事人和当局者的一大问题。
　　中国法制出版社一直致力于出版适合大众需求的实用法律图书。
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维护自身权益中的法律、法规应用问题，先后推出了配套规定系列、实用版系列
等一大批适合大众学习、应用的法律图书，颇受读者好评。
在总结这些法律图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约请了相关立法及司法实务部门的专家，精心选择法律
文本，针对法律理解和适用中的重点、难点。
编辑出版了“法律注解与配套丛书”。
本丛书具有以下特点：　　1.由相关领域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学术素养的法律专业人士撰写适用导
引，对相关法律领域作提纲挈领的说明，重点提示立法动态及适用重点、难点。
　　2.对于主体法中的重点法条及专业术语进行注解，帮助读者把握立法精神，理解条文含义。
　　3.根据司法实践提炼疑难问题。
由相关专家运用法律规定及原理进行权威解答。
　　4.在主体法律文件之后择要收录与其实施相关的配套规定，便于读者查找、应用。
　　此外，为了凸显丛书简约、实用的特色，分册根据需要附上实用图表、办事流程等，方便读者查
阅使用。
　　真诚地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给您在法律的应用上带来帮助和便利，同时也恳请广大读者对书中存
在的不足之处提出批评和建议。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赔偿案件适>>

书籍目录

适用导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案件受理第二条 
受害人过错第三条 共同侵权责任第四条 共同危险行为的责任承担第五条 追加共同被告及赔偿权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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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2002年8月2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 例（2002年4月4日）铁路旅客人身伤害
及自带行李损失事故处理办法（2003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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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005年2月28日）人体重伤鉴定标准（1990年3月29日）人体轻伤鉴定标准
（试行）（1990年4月2日）人体轻微伤的鉴定（1996年7月25日）附录司法鉴定程序图人身损害赔偿计
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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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条【追加共同被告及赔偿权利人放弃部分请求权的后果】赔偿权利人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的
，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
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
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
责任范围难以确定的，推定各共同侵权人承担同等责任。
　　人民法院应当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法律后果告知赔偿权利人，并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情况在法律文书
中叙明。
　　注解　　共同侵权案件和共同危险案件都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赔偿权利人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
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其他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
也就是说，法院经实体审理，查明有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被遗漏的，在被遗漏人未主动申请参
加诉讼和本案当事人未申请追加他们时，法院可以依职权直接向被追加人发出通知书，通知他们参加
诉讼。
　　根据私法自治原则，赔偿权利人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但是，这种处分权的
行使不能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在共同侵权或共同危险案件中，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数侵权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但是，这仅是指他
们对外的关系，在他们内部，也是有一个责任份额的。
共同侵权人和共同危险行为人对内是根据一定的份额分别承担责任的。
如果由于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而导致承担责任的主体减少，从而增
加其他共同侵权或共同危险责任人的责任份额的话，显然对没有被赔偿权利人放弃诉讼请求的其他责
任人不公平。
因此，本条规定其他共同侵权人对于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所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
。
这样规定，对于合理保护共同侵权责任人的利益是十分必要的。
　　此时，法官有必要履行释明的职责，应该“将放弃诉讼请求的法律后果告知赔偿权利人”。
在这里，对当事人阐明放弃诉讼请求的后果是法官所必须做的，法官对于告诉当事人放弃诉讼请求的
法律后果并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能由法官自由选择告诉或者不告诉。
“释明”是法官的一项法定的职责。
如果法官没有履行此项职青，将构成法定程序的持反。
　　应用　　1．共同侵权的情况下，赔偿权利人起诉部分共同侵权人，人民法院应依法追加其他共
同侵权人，如果其他共同侵权人无法确定应如何处理？
　　如果未被起诉的共同侵权人无法确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二）项的规定，该纠纷可
以在原告和已经确定的被告之间进行。
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这种无法确定是指该人的自然情况以及作为民事诉讼所必需的联系地址的不明。
如果其住所地是确定的，只是无法查找，则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送达方式解决问题。
　　2．共同侵权引发的民事诉讼，赔偿权利人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谁有权对人民
法院免除债务的份额不服并提起上诉？
　　对人民法院确定的共同侵权人各自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赔偿权利人如果认为判决确定的被放弃
的共同侵权人所应当承担的份额过重，可以上诉；未被放弃诉讼请求的共同侵权人若认为判决确定的
被放弃诉讼请求的共同侵权人的责任承担份额过轻，可以提起上诉。
　　配套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53、119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57、58　　第六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从事住宿、餐
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
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
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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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
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
　　注解　　服务场所可以做如下列举：（1）旅店、车站、商店、餐馆、茶馆、公共浴室（包括桑
拿浴）、歌舞厅等接待顾客的场所属于服务场所；（2）邮电、通讯部门的经营场所、体育馆（场）
、动物园、公园向公众开放的部分属于服务场所；（3）银行、证券公司等的营业厅也属于服务场所
；（4）营运中的交通工具之内部空间属于服务场所；（5）其他向公众提供服务的场所，也属于服务
场所。
与此相对应的权利主体是：（1）消费者；（2）潜在的消费者，指虽然没有进行实际的消费，但是其
进入该场所的目的是进行消费；（3）实际进入该服务场所的任何人。
该权利义务的主要内容是：在特定的服务场所，权利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应当得到保障，义务人应当
对这种人身和财产安全履行相应的积极作为或者消极不作为义务。
　　要判断经营者有没有过错和过错程度，离不开对注意义务的种类和注意义务的大小的判断。
所以要判断是否承担责任以及责任的大小，就要看经营者是否尽到了应当尽到的注意义务。
如果经营者尽到了一定的注意义务，就没有过错，也就不需要承担责任。
　　一般来说，“合理限度范围”应当根据与安全保障义务人所从事的营业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相适应
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结合案件具体情况予以认定。
对该合理限度的界定既事关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成立，又事关其责任范围的确定。
判断的标准是，该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实际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特定的操作规程的要求
，是否属于同类社会活动或者一个诚信、善良的从业者应当达到的通常的程度。
另外，预见可能性的大小也应作为判断保障义务是否属于“合理限度范围”的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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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专业导引　　围绕主体法律文件对相关领域作提纲挈领的说明，重点提示立法动态及适用重点、
难点。
　　权威注解　　由法律专家对重点法条及专业术语进行注解，帮助读者把握立法精神，理解条文含
义。
　　实务应用　　根据司法实践提炼疑难问题，运用法律规定及原理，进行权威解答。
　　配套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学生伤害事
故处理办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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