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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B0_88_E5_85_B1_E5_c122_483849.htm 共同侵权行为是侵权

行为的一种类型，区别于单独侵权行为，这是根据侵权行为

人的人数对侵权行为作的分类。共同侵权行为是指侵权行为

人二人以上的侵权行为。对共同侵权行为中的“共同”的意

义，亦即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学说上有不同的见解，主要

存在三种学说：一是主观说。该说认为，共同侵权行为的本

质在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的共同性。因对行为人的主观过错

的理解不同，主观说又有意思联络说和共同过错说。意思联

络说是早期的一种学说，认为共同行为人之间必须有共同的

故意，才能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共同过错说认为，共同侵权

行为的本质在于行为人对损害结果具有共同的过错，既包括

共同的故意，也包括共同的过失。因此，共同侵权又可称为

共同过错。可见，在认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上，意思联络

说要比共同过错说严格。 二是客观说。该说认为，共同侵权

行为的本质在于行为人的客观行为的共同性，而不在于行为

人之间有无共同意思联络或共同过错。因对共同性的理解不

同，客观说又有共同行为说和关联行为说。共同行为说认为

，行为人的行为须均为损害发生的原因，各个人的行为之间

存在相互依存或者相互结合的关系，才能构成共同侵权行为

；关联共同说，各个行为所引起的结果，有客观的关联共同

为己足，各行为人间不必有意思的联络。数人为侵权行为的

时间或地点，虽无须统一，但损害则不必须不可分离，始成

立关联合同。 三是折衷说。该说认为，判断数个侵害人的侵



害行为是否具有共同性或是否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应从主观

和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从主观方面而言，过失加害人有过

错，或为故意或为过失，但不要求加害人有意思联络，而且

过错的内容应当是相同或相似的；从客观方面而言，各加害

人的行为具有关联性，均构成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行为

，而且各加害人的行为均构成损害后果发生原因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以上三种学说是对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即“共同”

之含义作出的不同理解。笔者认为，折衷说更为适当一些。

共同侵权行为除了应具备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即加害

行为、损害、因果关系和过错）外，还必须具备一些特别要

件才构成“共同”的侵权行为。下面就特别要件简要谈一下

： （1）行为人必须为二人或者二人以上，而且这些人必须

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不存在任何替代关系，比如雇

主与雇员的关系，数个雇员在执行公务中共同对第三人造成

了损害，这不属于这几个雇员构成共同侵权，而是雇主构成

侵权行为，因为雇员的过错是由雇主来承担的。 （2）构成

共同侵权，各个行为人均需要有过错，或者为故意或者为过

失，但不必是共同的故意或者意思上的联络，各行为人的过

错的具体内容是相同的或者相似的。 （3）结果的统一性 共

同侵权行为导致的损害后果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任何一部分损害后果都不能从整体损害后果中独立出来；而

且侵权行为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用“必要条件规则”的检验方法可以排除不属于共同侵权行

为的其他行为，因为即使没有这种行为之存在，损害结果也

会出现。 （4）共同侵权存在帮助者这一情形，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



意见》第148条规定“帮助他人实施共同侵权行为的人，应当

承担连带民事责任”。比如甲、乙二人对丙进行人身伤害，

丁只是在旁边为其呐喊、助威，并没有动手，那么丁也同样

构成了共同侵权，因为丁从精神上支持了甲、乙二人，同时

震慑了受害人丙。 从构成要件上看，共同侵权行为人均需要

有过错，或者为故意或者为过失，但不必是共同的故意或者

意思上的联络，这与折衷说是一致的。根据共同侵权行为所

侵害的对象，共同侵权行为基本可以分为侵害物权的共同侵

权行为、侵害知识产权的共同侵权行为、侵害人身权的共同

侵权行为、侵害继承权的共同侵权行为、侵害其他合法权益

的共同侵权行为。 （1）侵害物权的共同侵权行为 物权是权

利主体支配物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属于财产权。关于侵

害物权的侵权行为，《民法通则》第117条明确规定：“侵占

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的，应当返还财产，不

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损坏国家的财产或者他

人的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可见，侵害物

权的侵权行为的形式主要有侵占财产和损坏财产两种情况。

同样，共同侵权行为侵害物权也符合以上规定。甲、乙二人

将国有企业的汽车占为己有或将丙的汽车烧毁，甲、乙二人

的行为都构成了共同侵权。 （2）侵害知识产权的共同侵权

行为 知识产权是权利主体基于智力创造活动或法律规定的方

式所取得的权利，是具有财产权和人身权双重性质的民事权

利。知识产权包括商标权、专利权和著作权等。2001年华南

师范大学音乐系副教授宁勇称《卧虎藏龙》影片侵犯了自己

的著作权一事，原因是《卧虎藏龙》电影制作公司与中国唱

片上海公司未经“丝路驼铃”一曲的著作权人即宁勇的同意



，而擅自使用该曲录音引起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音乐作品未经其著作权人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使

用该音乐作品进行营利性活动。所以，《卧虎藏龙》电影制

作公司与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的行为构成了共同侵权。 （3）

侵害人身权的共同侵权行为 人身权是与财产权相对应的民事

权利，是民事主体基于身体、人格和一定的身份所取得的权

利，其范围包括公民的身体权、人格权、人身自由权、隐私

权、婚姻自由权、亲属权等。作为侵害人身权的共同侵权行

为，最有代表性的是人身伤害案件，甲、乙二人共同殴打丙

，那么二人共同侵害了丙的身体权，构成共同侵权。 （4）

侵害继承权的共同侵权行为 侵害继承权是指以继承人的名义

或以继承权为根据使真正继承人的继承权不能实现的行为。

关于侵害继承权是否构成侵权行为，目前理论界看法不一，

笔者认为继承权属于财产权的范畴，因此继承权可以成为侵

权行为的客体。 （5）侵害其他合法权益的侵权行为 除侵害

物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继承权外，行为人侵害其他民事

合法权益的，也可以构成共同侵权行为。 由此看来，共同侵

权行为在侵害的对象上与单独侵权行为完全相同，只不过行

为是二人以上，这也符合“共同”这一本质。涉及到“共同

”一词，与共同侵权行为相类似的有共同犯罪、共同危险行

为，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危险行为被

称为“准共同侵权行为”，是指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实施有

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危险行为，对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不能判

明谁是加害人的情况。共同危险行为比较有名的案例是德国

的“打猎”案：数个猎人同时向同一方向开枪，受害人被一

颗子弹击中，但无法判断是哪个猎人击中的。共同危险行为



也属于侵权行为，除具备侵权行为的一般要件外，还必须具

备一些特别要件才能成立。下面将三者异同点分析一下，以

便区分。 (一)相同点 1、顾名思义，仅从名称上看，三者均

有"共同"二字，这明显区别于个人犯罪、个人侵权、个人危

险行为，行为人必须是二人或者二人以上，也反映出三者的

主体的复数性。2、从行为性质上看，三者均为危害社会安全

的行为，都属于违法行为。3、从造成的损害后果看，三者所

造成的损害后果都具有统一性，即损害后果是一个不可分割

的整体，没有一个或一部分损害后果可以从整体损害后果中

独立出来。4、从民事责任的承担上看，无论是共同犯罪，还

是共同危险行为，行为人对受害者造成的损失都是要承担民

事责任的，而且所有行为人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在赔偿受

害者之后，各个加害人之间还可以互相追偿。5、行为人均有

过错，因为三者都属于违法行为，所以无论是故意或过失都

是有过错的。 （二）不同点 1、共同犯罪区别于另外二者 共

同犯罪是违反刑律的行为，而共同侵权行为与共同危险行为

只是违法行为，还达不到犯罪的程度，因此共同犯罪与另外

二者将受到的处罚是不同的，作为犯罪会受到最严厉的处罚

即刑罚，而违法行为受到处罚的严厉程度是远远不及前者的

。所以共同犯罪是社会危害性最大的，也是受到处罚最严厉

的。 再一点是共同犯罪的形态有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等，尤

其是犯罪集团要求成员必须是三人以上，而且有非常严密的

内部组织，而共同侵权行为和共同危险行为则远远达不到如

此高的形态，人员也只要求二人以上。 2、共同危险行为区

别于另外二者 （1）共同危险行为是三者中社会危害性最小

的，从行为人主观上看，共同犯罪中各共同犯罪人之间具有



共同的犯罪故意，希望达到共同的损害后果，他们事先经过

严密的组织、策划，并以达到犯罪目的为最终目标；共同侵

权，数个加害人均要有过错，或者为故意或者为过失，但无

须共同的故意或意思上的联络，各加害人的过错的具体内容

是相同的或相似的；而共同危险行为要求每一个共同危险行

为人都具有过失，而且过失的内容是相同的，但无须故意，

也无须他们之间的意思联络。由上可以看出，共同犯罪行为

人主观是共同故意，共同侵权为故意或过失，而共同危险行

为是过失，所以共同危险行为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最小。 

（2）共同危险行为的加害人是不确定的 比如“打猎案”。

数个猎人同时向一个方向开枪，只有一颗子弹击中被害人，

但无法确定是哪个猎人的子弹击中的，甚至加害人自己都不

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子弹击中了受害人，所以加害人是不确定

的；而共同犯罪、共同侵权行为的加害人即所有行为人，是

可以确定的。（3）共同危险行为无形态的区分，而共同犯罪

可分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等，共同侵权可分“共同

正犯”、教唆者、帮助者、团伙成员。 3、共同侵权行为区

别于共同危险行为 共同危险行为被称为“准共同侵权行为”

，共同危险行为人中除真正的加害人外其他人所实施的只是

危险行为，而不是侵权行为，而共同侵权行为人实施的都是

侵权行为。 共同侵权行为在理论界是颇有争议的，这样导致

其构成要件也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共同侵权的行为人无论故

意还是过失，必须要有过错。同时涉及到诸多案件的复杂性

、类似性，也有必要将共同侵权行为与共同犯罪、共同危险

行为加以区分。以上仅为笔者粗浅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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