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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2021_2022__E7_AC_AC_

E4_B8_80_E8_8A_82_E3_c25_21165.htm 六、法律责任 法律责

任是指依据法律规范，社会主体因一定法律事实的发生而应

该承受的合法负担，是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过程中发生拘束

力的逻辑结果之一。 法律责任的产生有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

，有法律规范的相关规定。法律规范对法律责任的规定一般

采取两种方式：（1）直接规定责任的具体内容和实现方式，

如刑法对各种犯罪行为规定了具体的刑事处罚；（2）授权一

定国家机关或其他法律主体通过法律行为进一步作出明确规

定，如合同法授权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违约责任及承担

责任的方式。 第二，有一定的法律事实发生。法律事实是法

律所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变

更、消灭的所有行为或事件。可以引起法律责任的法律事实

，通常包括两类：一是侵权或不履行法定、约定义务的行为

，如损害他人名誉、出卖国家机密、违约；二是某些事件，

如货物运输过程中遭遇自然灾害导致货物损失引起损失赔偿

责任，又如自然人死亡导致保险责任的产生。 法律责任对承

担责任的主体来说，属于一种合法负担。它可能是一种否定

性的法律后果，即法律对侵权或不履行法定、约定义务的行

为给予否定性的法律评价，并通过要求责任主体承受这种负

担来体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如给予罪犯一定的刑事处罚；

也可能不代表法律的否定性评价，而仅仅是根据社会公共利

益或公平原则要求责任主体承受的法律义务，如民法中的无

过错责任、保险法中的保险责任、国家在征用集体所有的土



地时承担的补偿责任。之所以叫“合法负担”，是指无论责

任是否带有法律的否定性评价，都是以法律为依据的，即使

在约定责任情况下，也不能违背法律的规定。 法律实践中，

确定一项具体的法律责任是否存在的过程，称为“归责”，

这一过程需要考虑的要素，称为“归责要素”或“法律责任

的构成要件”。归责要素是由具体的法律规范加以规定的，

就诸多具体的法律责任而言，各自成立的要素不尽相同。一

般人们从以下五个方面考虑一项法律责任是否成立或者应该

承担的大小程度： 1．责任主体，即实际承担法律责任的人

或机构。需要注意，责任主体与侵权、不履行法定或约定义

务的行为主体并不一定相同。在未成年人违法案件中，其监

护人通常成为责任主体。法人犯罪案件中，法定代表人或直

接责任人通常是刑事责任的主体。担保法中的保证人，也可

能会成为责任主体之一。 2．责任标的，又称“责任客体”

，即法律责任所指向的对象，通常指受到损害的权益、法律

关系或法律秩序。没有受损，就没有承担责任的依据，因此

责任标的也是成立法律责任的必要条件。 3．法律事实，即

直接导致法律责任产生的行为和事件，包括导致受损实际发

生的法律事实，也包括受损事实本身。法律事实也是责任成

立的一个必要条件。 4主观过错，即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主

观心理状态。由于两个原因，主观过错不一定是成立法律责

任的必要条件：一是在事件引起法律责任的情况下，不存在

过错问题；二是有的法律规定了无过错归责原则或公平原则

，这两个原则通常不考虑主观过错问题。按照行为人对行为

结果的主观状态，过错可以分为故意和过失两种。 5．因果

联系，即行为与受损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法律责任的实



现包括积极实现和消极实现两种方式。前者指责任的内容转

化为现实，后者主要指免责，即由于出现特殊情况而使法律

责任关系消灭，责任内容并没有变为现实。积极实现的方式

通常有实施惩罚（如刑事、民事、行政及违宪制裁）、获得

赔偿或补偿、强制（如强制戒毒、强制划拨、执行罚）等，

消极实现的方式主要有判决、裁定免责，失效免责，协议免

责，责任主体消亡免责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