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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侵权是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完善行政法学科体系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作者试图将行政侵权作为行政法的一个基本范畴，作为行政法学 科体系的一个基本问题来研究，挖掘
行政侵权的基本内涵，彰显其作为理论问题的本体性。
因此，同传统上只是以责任形式角度来研究行政侵权相比，作者的研究独特。
作者在查阅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行政侵权某些理论例题的探讨方法和所得出的结论具有
一定的创新性。
作者研究过程中强调应当纠正行政侵权制度中人们普遍认同的将“合法”作为确定行政侵权保护范围
的惟一标准的狭隘观念。
    行政侵权作为行政法的一个重大的基础理论命题，其全面系统的研究单靠作者个人的力量是非常不
够的，行政侵权的基本理论问题尚需深入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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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世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
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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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作为行政侵权客体的精神权利的范围目前，国家赔偿范围从物质性赔偿向精神性赔偿的拓展正
成为国际化趋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行政侵权的赔偿范围已经涵盖了精神损害赔偿，即精神损害已
不容争辩地成为可诉对象和法律救济对象。
精神损害赔偿除了在民事审判中得以司法支持以外，作为行政赔偿范围之一已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并
得以法定化。
近几年，我国通过立法和司法解释在精神赔偿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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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该
司法解释对构建我国行政侵权精神权利保护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因此，可以说，我国应当不失时机地完善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扩大精神损害的保护范围
，强化精神损害的保护力度。
精神权利的保护范围应当包括：自然人的人格权利，如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
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及隐私权等；自然人的亲权，即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
，导致亲子关系或者近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的；自然人死亡后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隐私权、遗体及遗骨保护权。
作为社会组织形态的相对人也有精神权利，即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其是否也作为行政侵权客
体。
按照上述司法解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
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这一规定事实上就排除了社会组织精神权利的司法救济性和可诉性。
这一规定应当同样适用于因行政侵权造成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精神损害。
因为作为社会组织的行政相对方不具有自然人才拥有的基于生理现象所产生的精神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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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从事行政法教学的过程中，我发现国内行政法教科书和论著对行政侵权的研究异常薄弱，当时我就
产生这样一种念头：下工夫对行政侵权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2000年我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并始终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
也发表了几篇论文。
2001年当面临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时，我选择了行政侵权。
虽然题目定了下来，但自己对将这一问题写成博士论文并没有把握。
我曾经就此请教过国内知名学者王利明以及行政法学者马怀德、杨建顺、叶必丰、莫于川，他们都对
我的这一选题表示首肯，同时也估计了这一选题会面临的困难。
特别是我的导师韩大元教授的鼓励使我坚定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信心。
经过废寝忘食地工作，终于完成。
虽然经过数次修改，但仍觉得不很满意，尽管意识到某些内容需要更深入的挖掘，但由于本人学术功
力的局限，一时还难以胜任。
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经过加工整理形成了这本专著。
但无论如何，这本专著不是我对行政侵权研究的结束，而是我对行政侵权进行深入研究的开始。
当然，对于行政侵权这样一个重大的行政法基础理论问题，单靠我个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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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侵权研究》是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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