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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权利与利益区分保护的侵权法体系之研究/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编著者
我国《侵权责任法》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以及过错推定责任、无过错责任的大多数规范．在保护范
围上并没有区分权利与利益，而是以同样的保护方式和保护程度一体保护之。
这种形式上的统一、概括保护有不妥之处，如法律适用的确定性不足、难以妥当兼顾行为自由价值、
以及在实践中难以确定而有效地甄别应保护的利益等。
如果侵权法的保护范围是一片事实上无法说清的混沌，则在立法上以最概括的语言表述之，以求司法
中法官能够随机应变地寻求个案妥当性，这才是有道理的。
然而．侵杈法保护范围中的诸事物及其差异性，其实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清了，于是我们应当(也
能够)通过区分侵权法中的权利及各种不同利益，针对它们的不同特点及保护需求设立不同的保护规则
．以求实现更高的确定性并更妥当地兼顾行为自由；同时，提供充分保护的要求在这种体系下一样能
够实现，并且是更妥当地实现。
总之，本书的学术企图是．寻求一个建立在权益区分的基础上的侵权法体系的建构(解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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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此即所谓“权益归属说”，即凡权益皆有一定明确的利益内容，专属于权利人，归其享有
。
违反法秩序所定权益归属而取得利益的，系欠缺法律上原因，应成立不当得利。
[108] 主观权利的根本功能即在于将某项确定的利益内容归属于特定主体，这一点已经达到了权利理论
的根本，无法再继续引申和解释。
拉伦茨、沃尔夫指出：“某人拥有一项主观权利，意味着他依法应当享有什么或依法被归属了什么。
某人依法应享有什么，是规范领域中一种不能再继续引申的基础类型。
”[109]在《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权利侵害”这种侵权类型中，正是由于法律已经通过主观权
利的方式将一项确定利益归属于特定主体，当其他主体侵害此已被归属的利益内容时，法秩序即被破
坏，由此产生了违法性。
此即所谓权利侵害直接“征引”出违法性的理论。
[110]这与不当得利制度中的“权益归属说”，基于侵害他人权益归属范围而使自己得利，因而受益无
法律上原因的机理相同。
 归属效能的核心要义，在于归属内容的确定性。
“一项主观权利的归属内容必须客体确定而且界限清晰。
凡法律未为禁止者皆得为之，这固然是符合实际的表述，但由于缺少了客体的确定性，便无法从这种
表述中产生主观权利。
只有当一个确定的物的主体能够排除他人对此物的利用，进而能够对该物支配使用时，或者能够从一
个确定的债务人请求一项确定的履行时，一项确定的主观权利才被个别地归人一个确定的主体。
”[111]主观权利是不能反向定义的。
未禁止者皆得为之，然而法未禁止的领域是无穷尽的，这里没有确定的内容，因此不是一项主观权利
。
 可以想象，这种“皆得为之”的权利，实则为一切他人设定了不干涉的义务，而无确定内容的权利必
然产生不确定、无边界的义务，这显然不可接受。
如果要构成一项主观权利，就必须从正面毫不含糊地说明究竟把什么利益内容归属于了特定主体。
为什么物权制度中要强调“客体特定原则”，原因即在于为一项物权确定明确的客体与利益归属内容
，否则物权的支配效力范围就难以确定，义务人的义务范围亦难以确定。
在法律行为和合同制度中为什么要强调标的“确定”，其原因同样在于要明确债权的利益归属内容。
“归属效能”实则为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共通属性。
 事实上，我们在未对权利进行分类之前，理念上是先利用“归属效能”这一标准将权利与利益区分开
来。
能够将一定的确定的利益内容归属于特定主体的，属于权利；达不到这一标准的，属于权利外的利益
，如概括财产或一般人身自由。
然后依绝对性之有无、客体的差异、权利的效力等对权利做进一步分类。
我们对“归属效能”的利用，观念上尚在权利的内部体系形成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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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权利与利益区分保护的侵权法体系之研究》提供充分保护的要求在这种体
系下一样能够实现，并且是更妥当地实现。
《中国民商法专题研究丛书:权利与利益区分保护的侵权法体系之研究》的学术企图是，寻求一个建立
在权益区分的基础上的侵权法体系的建构（解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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