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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审议，已经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成
为正式的法律。
这是在成文法国家范围内第一部以侵权法命名的成文法，在成文法国家的民法立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
的意义，对英美法系的民法也具有重要影响。
我作为研究侵权责任法理论和实践三十年，又亲身参加了《侵权责任法》制定全过程的一位民法专家
，在《侵权责任法》通过的那一刻，感到特别振奋，有一种强烈的幸福感。
这种振奋和幸福来自于对《侵权责任法》的感情，来自于对人民权利保护的责任感，也来自于侵权责
任法在保障人民权利方面的重要作用。
《侵权责任法》成为正式的法律，将来作为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作为保护人民权利的重要民事
法律武器，就能够在保护人民权利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我作为一位专门研究侵权法的专家，怎能不感到兴奋呢！
应当看到的是，从1986年4月12日立法机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并于1987年1月1日正式实
施，到2009年12月26日通过并于2010年7月1日实施《侵权责任法》，中国的侵权责任法立法、司法和
理论研究走过了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道路，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实践，司法实践不断积
累丰富经验，最高人民法院据此制定很多重要的司法解释。
在制定《侵权责任法》的过程中，这些本土经验成为法律制定的重要基础，再加上借鉴各国侵权法的
立法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就形成了现在的《侵权责任法》。
可以说，《侵权责任法》标志着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建设进入了完善时期，中国民法典的主要立法任务
也已经基本完成。
我国的《侵权责任法》是独具特色的。
它不仅是单纯依赖于我国丰富的侵权法的司法实践，也不仅是单纯依靠外国经验的借鉴，而是将我国
丰富的立法、司法实践经验和外国的立法经验进行整合，融会贯通，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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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国首部对医疗损害责任作出明确规定的法律。
本书结合该法规定，选取49个典型案例，不仅详细分析了医疗侵权中发生频率最高的诊疗损害的侵权
责任构成、认定及赔偿范围和标准，还对因医院违反告知义务、侵犯患者隐私权、过度检查、医疗产
品产生的侵权责任以及患方干扰医疗秩序产生的侵权总序产生的侵权责任等都进行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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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研究解决审判工作的基本问题与热点、难点问题，著有实务研究文章书著多篇(部)，其中《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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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应当说，主观标准、客观标准各有其合理性。
由于主观标准能更充分地反映行为人的心理状态，在刑法中，为了更好地定罪量刑，兼顾制裁犯罪和
罚当其过，一般应注重运用主观标准。
而在民法中，按主观标准判断过失则不利于实现过错归责原则的价值取向。
表现在：民事生活复杂而细微，实践中按主观标准说需要对每个人的注意能力进行判断，要全面考虑
行为人的智力状况、受教育程度、业务技术、专业知识、身体状态、客观环境等因素，困难程度较大
，不利于及时、简便地认定过错，还可能出现有损害后果但难以判断具体注意能力和有无过错问题，
不利于实现过错责任的要求。
而且，主观标准只强调具体行为人能不能预见的问题，而不考虑应当不应当预见的问题，有可能不适
当地开脱行为人的责任，不利于推进善意待人处事的社会风俗与法治秩序。
而采用客观标准则能较好解决这些不足。
正因如此，多数国家民法采取客观标准来判断行为人有无过失，客观标准说是民法理论通说。
但应当看到，以客观标准作为判断过失的标准具有合理性，但客观标准作为虚拟标准与现实情况会存
在差距，应当作为基本标准而不是唯一标准。
举例说明，某种水剂农药具有易燃性，一般人对此可能不了解，使用中伤人可能不好认定其过失，但
如使用人是农用专业技术人员，如再按一般人的标准确定其有无过失，则显属不合理，也不公平，这
时应在客观标准基础上考虑其作为专业人员应有较高的注意能力。
理论上也有观点认为，不应把主观标准和客观标准对立起来，而应把它们结合起来使用。
①在笔者看来，采用客观标准比采用主观标准有更大优势，更有利于推动制度规范和法律秩序建设，
实现制度公平。
但主观标准也有其在个案中实现公平的优势，对此优势应予运用。
特别是在具体行为人的注意能力明显高于普通人或基于客观原因明显低于普通人的情况下，辅助使用
主观标准更能实现妥当的利益衡量。
在具体运作上，对于注意能力明显高于普通人的情形，应由被侵害人就其高注意能力承担举证责任，
而对于基于客观原因明显低于普通人的情形，应由行为人对其情况承担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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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疗损害》为侵权责任法判例与赔偿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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