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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钱小红编辑约请我编写《给法官讲侵权法》一书，开始我感到比较困难，经过一番思索，我答应下来
，并且想一定把它编好。
为什么？
首先感到的是难度，写出书来给法官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让法官说这本书编得好，就更难。
其次想到的是写什么，什么是法官最想要知道的东西，也很难把握。
最后之所以下决心要把它编好，就是想到了自己是资深法官出身，几十年的侵权法和民法研究，多是
从法官立场和民事审判的角度进行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法官想要解决的问题。
因此，编好这本书倒是我的职责。
研究侵权责任法，至今已经快30年了。
在30年的时间里，侵权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总结几乎成为我生命中最主要的东西。
在近30年发表的一百多篇侵权法的论文中，大部分都是从司法实践需要出发，总结司法实践中的疑难
问题，在理论上予以升华，找到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
因此，我在侵权法理论研究中，注重的就是联系实际，注重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注重总结在实践中法
律适用规则的提炼，并用以指导司法实践。
因此，我在国家法官学院讲课的时候曾经吹牛说，我的侵权法理论可能并不完美，也许并不堂皇，但
我追求的目标是实用，只要能够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得到法官的肯定和赞美，那就是我做学
问的追求，也是最好的理论——因为我的读者就是全国民事法官。
学问应当为法官服务，这就是我的研究宗旨。
因此，在一百多篇侵权法论文中，我进行了筛选，选出了与司法实践的关系最为密切的29篇，作为本
书的基本内容。
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在一个改革开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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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给法官讲侵权法》选取了侵权法中与司法实践最为密切的29个专题，如人身伤害的抚慰金赔偿
及适用，财产犯罪受害人起诉侵权赔偿的处理方法，车辆减值损失应当得到合理的赔偿、性暴力犯罪
受害人可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商业诽谤行为及其民事法律制裁等。
在这些专题中，作者针对法律不完善之处，而法官必须进行裁判的疑难、新颖问题，从理论到实践进
行了深入分析，并给出了解决方案。
同时，为了节省法官阅读时间，作者在每一讲的开篇。
提炼出本讲的法律适用规则。
因此，《给法官讲侵权法》是法官了解和掌握侵权法的一本极好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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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立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央“五五”普法国家中高级干部学法讲师团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
委员，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兼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通化师范学院教授，台湾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山东蓬莱县长山岛（现长岛县）人，1952年1月生于吉林省通化市。
1969年初中毕业后插队，1970年2月应征人伍，1975年从事司法、法律研究工作，历任通化市中级人民
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判员、审判组长，烟台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民事行政检察厅厅长、检察员。
近年来多次到早稻田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东吴大学
、铭传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澳门大学等院校访问讲学。
自1975年开始从事民事审判工作，1980年起研修民商法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侵权行为法、人格权法、
债法、物权法和亲属法领域有深入研究，著有《侵权法论》（已出第三版）、《人身权法论》（已出
第三版）、《人格权法专论》、《亲属法专论》、《侵权行为法专论》、《合同法专论》、《物权法
新概念与新规则》、《大众物权法》、《民法判解研究与适用》（1－8集）、《共有权理论与适用》
、《民事裁判方法》、《医疗侵权法律与适用》等专著60余部，主编《物权法》、《债法总则研究》
、《侵权责任法原理与案例教程》、《民法案例分析教程》、《类型侵权行为法研究》、《疑难民事
纠纷司法对策》（1－14集）等著作、教材7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法学研究》和《中国法学
》等报刊杂志发表法学论文4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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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历史演进及现状一、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的历史演进和现实状况二
、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三、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所保护的人格权以及总体制度设想四、我
国人身损害赔偿的基本内容第二讲 人身伤害的抚慰金赔偿及适用一、抚慰金赔偿的立法发展和理论认
识二、人身伤害抚慰金赔偿的地位和性质三、人身伤害抚慰金赔偿责任的构成和适用四、抚慰金赔偿
办法第三讲 财产损害赔偿的若干问题一、侵害财产的侵权行为概述二、侵害财产侵权行为的基本形态
三、财产损害及其赔偿范围四、财产损失数额的计算五、财产损害赔偿方法第四讲 财产犯罪受害人起
诉侵权赔偿的处理方法一、问题的提出二、财产犯罪受害人起诉侵权赔偿的性质三、最高人民法院对
该问题的基本态度四、理论上的探讨及结论第五讲 车辆减值损失应当得到合理的赔偿一、对车辆减值
损失赔偿的不同意见及其根据二、反对对车辆减值损失进行赔偿意见的不正确性三、车辆减值损失赔
偿的正当性、必要性和计算方法第六讲 侵害财产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认定一、确立侵害财产权精
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二、侵害财产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三、侵害财产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的实行第七讲 性暴力犯罪受害人可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一、性暴力犯罪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典型案例
二、性自主权以及性自主权的保护方法三、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评释四、没有结束的讨论第八
讲 侵权责任的与有过失与过失相抵一、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典型案例二、与有过失的概念及作用三、
过失相抵的概念和构成四、过失相抵的责任分担和实行五、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应当更好地保护未成年
受害人的利益第九讲 侵权损害赔偿之债的损益相抵第十讲 数种原因造成损害结果的赔偿数额计算第
十一讲 霍夫曼计算法与莱布尼茨计算法及其应用第十二讲 修正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进展及
审判对策第十三讲 解决医疗事故赔偿标准足迈出的关键一步第十四讲 医疗事故鉴定的性质及其司法
审查第十五讲 产品警示说明不充分的侵权责任第十六讲 产品局部欺诈及其法律责任第十七讲 定作人
指示过失的侵权责任第十八讲 对儿童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教育致害的侵权责任第十九讲 在侵权补充责
任中如何处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第二十讲 妨害经营侵权行为及其责任承担第二十一讲 商业诽谤
行为及其民事法律制裁第二十二讲 违反竞业禁止的商业侵权行为第二十三讲 银行违规支付法院已冻
结存款的侵害债权第二十四讲 新闻侵权案件如何掌握其抗辩事由与规则第二十五讲 小说侵权的民事
责任认定第二十六讲 侵权小说编辑出版者的民事责任第二十七讲 建筑物抛掷物致人损害责任的具体
规则第二十八讲 共同危险行为的理论基础与责任承担规则第二十九讲 人身伤害中喊号助威者怎样承
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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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当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无法确定，或者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归责时，应以各自行为或者因
素的原因力大小，确定各自的赔偿份额。
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无法确定，只能在原因力上进行比较，根据原因力的大小，确定各自的赔偿责
任份额。
在一方的行为与其他自然原因相结合而造成损害结果的时候，也无法进行过错比较，只能依原因力比
较，确定行为人的赔偿责任份额。
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况下，并不要求行为人一方有过错，因而在多数情况下无法进行过错比较
，只能按照原因力的比较来确定赔偿份额。
有的学者认为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场合，无法实行过失相抵，是不正确的。
理由是，过失相抵并不是只能进行过错比较，原因力的比较尤其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场合更是经常运
用的。
对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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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已作了明确规定
。
第二，在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相等时，原因力对赔偿责任份额的确定，起“微调”作用。
例如，在与有过失的场合，如果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相等，而各自行为的原因力有差别的时候，应
当根据原因力的比较进行赔偿责任份额的调整；在共同侵权行为中，如果各个共同加害人的过错程度
相等，则原因力的大小对各自的赔偿责任份额就具有决定的作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各自的原因力的大小没有差别，则应当承担同等的赔偿责任份额；如果各自的
原因力有差别，应当根据原因力的比较，确定各自的赔偿责任份额。
第三，在加害人依其过错程度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时，各自行为或因素的原因力亦起“微调
”作用。
各自原因力相等的，依过错程度的比例确定赔偿责任份额；原因力不等的，依原因力的大小相应调整
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的份额比例，确定具体的赔偿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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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给法官讲侵权法》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我在侵权法理论研究中，注重的就是联系实际，注重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注重总结在实践中法律适用
规则的提炼，并用以指导司法实践。
因此，我在国家法官学院讲课的时候曾经吹牛说，我的侵权法理论可能并不完美，也许并不堂皇，但
我追求的目标是实用，只要能够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得到法官的肯定和赞美，那就是我做学
问的追求，也是最好的理论——因为我的读者就是全国民事法官。
学问应当为法官服务，这就是我的研究宗旨。
　　——杨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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