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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之后，侵权法起草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我国民法典采取

分阶段、分步骤制定的方式，侵权法的起草工作是中国民法

典起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民法典的出台，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一部高质量的侵权法能否及时颁行。不可否认，

制定一部侵权法的难度仍然是非常大的，相对于物权法，侵

权法似乎具有更多的技术性特点。尽管我国的侵权法经过十

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但需要解决的理

论问题仍然很多。因此，加强对侵权法立法的研究，对于推

动我国民法典的立法进程意义重大。本期重点关注：侵权法

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如何对侵权法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

？侵权法是侵权行为法，还是侵权责任法？侵权法立法中应

着重解决哪些问题？ 一、应采用哪种立法模式规定侵权行为

一般条款？ 大陆法系尽管都是采用侵权行为一般化的立法方

法，但存在两种不同模式。法国和德国采用的方法是，侵权

行为一般条款仅仅概括一般侵权行为，而不是全部的侵权行

为，特殊侵权行为需要特别列举。《埃塞俄比亚民法典》采

用了一个全新的方法，它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概括的是全部

的侵权行为，在一般条款下面，采用英美法的方法，对侵权

行为进行类型化的规定，具体规定三种侵权行为类型：过错

的侵权行为、无过错的侵权行为以及替代责任的侵权行为，

之后，再对侵权行为作出具体的规定。这种方法将概括性与

具体化相结合，与法国、德国的方法相比，更合理、更具有



可操作性。而法国、德国采取的方法在这方面可能要差一些

，因为一般条款仅仅概括一般侵权行为，出现新的侵权行为

就必须要由特殊侵权行为来补充。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

条第二款是侵权行为一般条款，把特殊侵权行为都规定在具

体的规范当中，从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到一百二十七条

、再加上第一百三十三条共八个条文。这种方法完全是法国

式的，弹性不够，可操作性不强。 我国侵权责任法应当采取

埃塞俄比亚民法关于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的立法模式。希望立

法机关能够接受这样的意见，而不是坚持民法通则选择法国

的一般条款模式的做法。如果规定一个全面列举的侵权行为

一般条款，能够概括全部的侵权行为，就使得它具有更大的

弹性，能够覆盖所有的侵权行为。 二、如何实现对侵权行为

的类型化规定？ 在制定侵权责任法中，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

立法应当全面规定侵权行为类型，因为只有类型化，才有侵

权行为法的具体化，才能够使侵权责任法便于理解和增强可

操作性。因此，对侵权行为类型化的规定应脱离民法通则的

做法。可以用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为标准，划分侵权行为的基

本类型，这样就有四种基本类型：一是过错责任的侵权行为

；二是过错推定的侵权行为；三是无过错的侵权行为；四是

事故责任。因为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各不相同，不能简单地

放到其中任何一个部分当中，比如交通事故责任，它本身就

包含好几种归责原则，所以把事故责任作为一个综合的类型

规定为第四种侵权行为类型，根据不同的情况适用不同的归

责原则。 具体来说，这四种类型侵权行为的基本内容是： 1

、过错责任的侵权行为包括8种侵权行为类型：（1）侵害人

身的侵权行为；（2）侵害其他人格权的侵权行为；（3）妨



害婚姻家庭关系的侵权行为；（4）侵害物权的侵权行为；

（5）侵害其他财产权的侵权行为；（6）商业侵权；（7）媒

体侵权；（8）无正当理由的诉讼。 2、过错推定的侵权行为

包括6种侵权行为类型：（1）国家机关的侵权责任；（2）用

人者的责任；（3）监护人的侵权责任；（4）违反安全保障

义务的侵权行为；（5）专家责任；（6）物件致害责任。 3、

无过错的侵权行为包括4种侵权行为类型：（1）产品侵权责

任；（2）危险活动和危险物的责任；（3）环境侵权责任；

（4）动物致人损害责任。 4、事故责任包括6种侵权行为类型

：（1）道路交通事故责任；（2）铁路事故责任；（3）医疗

事故责任；（4）工伤事故责任；（5）学生伤害事故责任；

（6）火灾事故责任。 这样列举的侵权行为类型，就是四个

基本类型、24个具体类型，具体列举的侵权行为大约100余种

。这种非常全面的类型化，差不多覆盖了我们已经有比较深

入研究的所有侵权行为类型。对于没有列举的侵权行为，则

可以适用一般条款作出判断。 三、侵权责任形态体系及具体

规则应如何界定？ 侵权责任形态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分为三

个层次的责任形态体系： （一）自己责任和替代责任 自己责

任就是一般侵权行为的责任形态，如果在侵权责任法中没有

特别规定侵权责任形态的，侵权责任为自己的责任，行为人

应当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 替代责任是特

殊侵权行为的责任形态，其中包括对人的替代责任和对物的

替代责任。法律规定承担替代责任的，其责任人是对造成损

害的行为人的行为负责的人，该责任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已经承担了替代责任的责任人，可以向有过错的行为人追偿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对物件造成损害的替代责任人，



是造成损害的物件的管领人，包括物件的管理人、所有人和

占有人。 （二）单方责任和双方责任 单方责任中包括被告责

任和原告责任。双方责任主要有三种情况：过失相抵、分担

责任（即原来的公平责任）、机动车一方在损害完全是由非

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的责任引起时的减轻责任。 （三）单

独责任和共同责任 如果被告是一个人的话，被告承担的责任

就是单独责任。如果被告（或者应当承担责任的人）是两个

人以上的话，就是共同责任。 共同责任有4种主要的责任形

态：1．按份责任。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按份责任的，数个加害

人应当按照其行为的原因力和过错比例，按份承担侵权责任

。按份责任人可以拒绝超过其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的赔偿请

求。2．连带责任。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受害人可

以向连带责任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请求承担部分或者全部损

害赔偿责任，但合计不得超过损害赔偿责任的总额。已经承

担了超出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就其

超出部分向其他未承担责任的连带责任人行使追偿权。3．不

真正连带责任。依照法律规定，基于同一个损害事实产生两

个以上的赔偿请求权，数个请求权的救济目的相同的，受害

人只能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其中一个请求权行使。受害人选

择了一个请求权行使之后，其他请求权消灭。如果受害人请

求承担责任的行为人不是最终责任承担者的，其在承担了侵

权责任之后，有权向最终责任承担者追偿。4．补充责任。依

照法律规定，基于同一个损害事实产生两个以上的赔偿请求

权，数个请求权的救济目的相同，但对请求权的行使顺序有

特别规定的，受害人应当首先向直接加害人请求赔偿。在直

接加害人不能赔偿或者赔偿不足时，受害人可以向补充责任



人请求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补充责任人在承担了补充责任后

，有权向直接责任人行使追偿权，但就其过错行为产生的直

接损害部分不享有追偿权。 四、现行侵权赔偿责任规则有哪

些还需要改进？ （一）关于残疾赔偿的问题 侵权行为造成受

害人劳动能力丧失，首先赔偿的是收入损失。根据劳动能力

减少的程度衡量对收入的影响，然后判断具体应该赔偿多少

。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残疾赔偿金赔偿收入损失的

同时，对于受害人致残前所扶养的人还要赔偿扶养损失。因

而，对收入损失的赔偿和对扶养损害的赔偿这两个部分是重

合的。建议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受害人，只能赔偿收入损失，

不能再赔偿扶养损害。 （二）关于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损害赔

偿 对未成年人的健康造成损害的，应当考虑伤残程度、受害

人的发展潜力、对受害人身心的影响等因素，在承担一般的

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之外，适当增加补偿数额。对于十周岁以

下的未成年受害人的损害赔偿，不得将其监护人的一般监护

过失作为过失相抵的理由，以便更好地保护未成年受害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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