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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修订说明

2020 年 5 月 28 日经过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民法典》，

在原《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进行编纂，形成了该法典的第七编侵权责任，使我国的侵权责

任法有了新的面貌，成为我国当代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在原《侵权责任法》的基础上有了较大修改。主要的变化是：第

一，由千原《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一些基本规则和免责事由等被吸收在总则编，使侵权责任

编的一般性规则有了减少，因而将原《侵权责任法》第一章至第三章缩减为两章，第一章是

一般规定，第二章是损害赔偿。第二，按照《民法典》总则编的规定，将侵权责任回归债法，

属千侵权之债，但是，仍然放在法典的最后一编，其地位还是权利保护法。第三，有关侵权责

任的一般规则有了调整，例如，增加免责事由并规定在第一章，第二章则特别突出损害赔偿

的地位，突出侵权损害赔偿之债的性质。第四，扩大精神损害赔偿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

围。第五，有关特殊侵权责任类型的规则有了较大变化，更加体现了保护民事主体权益的

要求。这些变动，都进一步强化了侵权责任的保护民事主体民事权益的职能，加大了制裁

侵权行为的力度，有利于维护市民社会的秩序。

随着《民法典》的上述变化，本书进行了全面调整。从总体的结构上，减少了一章，与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保持一致。从具体内容上，尽量将《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规定的规则全

面体现出来，进行具体说明，有利于全面理解《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规定的侵权责任规则。

本书增加了对《民法典》规定的侵权责任新规则的说明，删除了一些巳经不属于《民法典》侵

权责任编的内容。

《民法典》刚刚公布，对其侵权责任编的学习和研究才刚刚开始。笔者虽然参加了《民

法典》的立法，对其中的规则变化有所了解，但是，也仍然在研究和理解之中，对博大精深的

《民法典》的解读，只能是略知一二。本书有解说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立新

2020 年 6 月 18 日．北京世纪城寓所



绾三版修订说明

本书自 2011 年初版，已经七年了，其中的 2015 年修订版是第二版。在此基础上，作者

对本书进一步修订，形成现在的第三版。

本书的这次修订，主要是基千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民法总则》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

通过并予以公布，巳千 2017 年 10 月 1 8 正式实施，其中涉及侵权责任法的有关部分，应当

依照《民法总则》的规定进行修订；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实施了《医疗损害责任解释》；第

三，对于侵权责任法的理论，最近两年作者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应当反映在本书中。按照

这样的想法，作者对本书进行了修订。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是：

1．对原版中有关侵权责任形态的说明进行了整合，形成了比较简洁、完整的侵权责任形

态表述，内容更加准确。

2．在第二章新增加一节，即“多数人侵权行为与责任＂。这一部分是对我国《侵权责任

法》立法以及侵权责任法理论的进一步概括和总结，形成了共同侵权行为与连带责任、分别

侵权行为与按份责任、竞合侵权行为与不真正连带责任多数人侵权行为与责任的理论体

系，并进行了全面的说明。

3．新增加了侵权责任并合的内容，与原版的侵权责任竞合与侵权责任聚合合并在一起，

形成了新的＂侵权责任竞合、聚合和并合”一节，进行了全面的说明。

4．对千侵权责任的诉讼时效，依照《民法总则》第九章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了全

面修改。

5．对最高人民法院最新公布实施的《医疗损害责任解释》规定的医疗损害责任新规则

进行了全面解读。

6．对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自动驾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规则的研究热潮作出反应，提

出了自动驾驶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规则的设计方案。

7．在其他侵权责任类型中，按照《民法总则》第 111 条的规定，对侵害个人信息权的内

容做了补充说明。

8．对千其他立法和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新问题，以及原版中存在的不准确等问题，也进行

了修改。

立法机关编纂中国民法典的工作正在进行中，其中包括对侵权责任法进行修订，将其编为

民法分则的侵权责任编。当 2020 年民法典全部编纂完成时，作者再对本书进行全面修订。

杨立新

2018 年 1 月 1 日



修订说明

本书自 2011 年 5 月初版以来，已经三年多了，其间共印刷了四次，发行量较大。这说明

本书受到法学院校师生们的欢迎，也受到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欢迎。为此作者感到欣

慰，衷心感谢各位读者的支持和厚爱。

基于以下三个原因，笔者想对本书进行修订：第一，本书初版以来，笔者对《侵权责任

法》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对一些新问题有了新看法，提出了一些新意见，应当将其纳入本

书之中；第二，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对《侵权责任法》的适用，出台了新的司法解释，还有一

些新的司法解释正在起草过程中，这些新的法律适用意见本书应当吸收，为师生和读者提

供最新的信息资料；第三，本书初版时文字上存在一些问题，应当进行全面校改。故作者用

了较长时间，对本书进行了全面修订。

修订的主要问题是：

l．反映最新立法内容。在此期间，立法机关涉及侵权责任法的立法，一是全国人大常委

会颁布了《关千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的决定》，二是修正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中关于个

人信息保护及侵害个人信息侵权责任、虚假广告责任以及惩罚性赔偿等的规定，都是最重

要的侵权责任特别法。本书对这些新的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提出了具体意见。

2．增加新的侵权法理论观点。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作者集中进行了多数人侵权行为

和责任的研究，提出了分别侵权行为、竞合侵权行为和第三人侵权行为的概念，与共同侵权

行为一道，构成了多数人侵权行为的形态体系；每一种侵权行为形态分别与连带责任、按份责

任、不真正连带责任以及第三人责任相对应，构成了严密的多数人侵权行为与责任的逻辑体

系。作者把这些观点以及其他一些新的看法如医疗管理损害责任等，都吸纳在本书内容之中。

3．吸纳司法解释的最新意见。本书初版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道路交通事故法律适

用的司法解释，内容比较丰富。对此，本书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一章增加一节，专门进行

了介绍。关于医疗损害责任法律适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法律适用、网络侵权责任法律

适用等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巳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草案。修订中，作

者将这些司法解释草案中的主要问题，写进了书稿之中，及时反映司法实践的法律适用意见。

4．对本书的文字进行全面校正。在修订中，作者对本书书稿逐字逐旬地进行校正，一一

纠正存在的标点、断旬、错别字等问题，提高了书稿的表达质量，使之能够准确解释法律和

表达作者的学术观点。

尽管如此，本书第二版的书稿难免还会存在部分差错，敬请读者指正。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杨立新

2014 年 7 月





编写说明

《侵权责任法》公布实施以来，出版了诸多侵权责任法教材，我也写了两部相关教材。

这些教材基本上都是依照侵权法的理论体系和教学需要编写的，很少考虑《侵权责任法》的

立法体系和体例。事实上，讲授一门法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程更需要紧贴立法，依照

立法的体系和体例进行完整阐释。在教学中研究立法，紧贴实践来阐释这门法律的法理，

使学生能够紧密结合立法、司法实践掌握法学理论，熟练地掌握法律条文的规定，明确法律

条文的法理基础，并且结合实践掌握运用的技能学以致用。因此，当法律出版社教材分社

的编辑建议我编写一部侵权责任法教材的时候，我虽然犹豫再三，但最终答应下来，并且完

成了编写任务。

这部侵权责任法教材是完全按照《侵权责任法》的立法体例编写的，章节与立法相同。

对千需要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之外说明侵权法学理论中的一些问题，以及《侵权责任法》

本身没有明确规定的问题，用两个办法处理：一是关千侵权责任法的基础知识和历史发展

部分，我把它编在绪论中；二是关于侵权责任类型问题，《侵权责任法》没有明确规定的一般

侵权责任类型以及司法解释中规定的一些特殊侵权责任类型，我把它编在第十二章附则之

中，是在阐释《侵权责任法》规定的侵权责任类型之后进行的，也算顺理成章；《民法通则》规

定的诉讼时效制度放在第三章免责事由之后。这样处理，既没有打乱《侵权责任法》的完整

体系，又对教学中应当让学生掌握的知识作出说明。特别是《侵权责任法》第十二章附则部

分内容偏少，加上这些内容之后就会比较充实。在案例配置上，原则上每一节有一个典型

案例，但第五章至第十一章的内容比较单一，因而一章配置一个典型案例。

用这种方法编写教材，有一个问题比较明显，就是各章的篇幅差别很大。这样编写在

文字表述上没有大的问题，但在教学中可能会感到不易掌握授课节奏，尤其是掌握每一节

课的时间、内容分布。不过，我在过去一年的教学中，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体例和体系讲授

的，顺着《侵权责任法》的条文往下讲，学生接受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只要教师能够把握住

节奏，把授课内容分配好，教学效果会比完全按照理论体系授课更好。

《侵权责任法》是一部保护人民权利的法律，在立法上突破了大陆法系立法常规，融合

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侵权法的优势，独具特色；在立法之初和立法完成之后受到各国民

法学界的关注。侵权责任法理论博大精深，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尽管我对侵权法理论和实

践巳经研究了三十余年，也完整地参加了《侵权责任法》立法的全过程，知道每一个条文起

草的详细过程；但要全面、完整地掌握和理解《侵权责任法》的精髓，仍然需要继续努力。在



2 编写说明

编写本教材的过程中，我总结了以前侵权责任法著述的经验，紧密结合实际教学效果，把理

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希望能够准确阐释法律规定的规则，完整阐释侵权法的理论学说，结合

司法实践做到有所突破。欢迎法学院的各位教师和学生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杨立新

2011 年 2 月 18 日于北京明德法学楼



全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缩略语表

简称

《宪法》

《民法典》

原《民法通则》

原《侵权责任法》

《刑法》

《民事诉讼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产品质量法》

《国家赔偿法》

《道路交通安全法》

《残疾人保障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

《妇女权益保障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

《邮政法》

《环境保护法》

《海洋环境保护法》

《广告法》

《食品安全法》

《核安全法》

《民用航空法》

《电子商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

解释》



2 缩略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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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损害赔偿解释》

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于问题的解答》 《名誉权解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 1 《侵权责任法解释》

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 《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解释》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1 《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解释》

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医疗损害责任解释》

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民事诉讼证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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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侵权责任法及其发展历史

l 本章要点 1

在研究侵权责任法的具体内容之前，绪论部分着重介绍侵权贵任法的概念、特征、功能、渊

源、结构以及侵权贵任法在我国民法中的地位，介绍侵权特别法和侵权法司法解释，比较侵权

责任法与其他法律的联系与区别。介绍中国古代侵权法的发展阶段、基本责任制度和近代侵

权法的发展脉络，国外侵权法在习惯法、古代成文法和现代法三个时期的发展线索和主要制度。

侵权责任法 法律地位

普通法 特别法

中国近代侵权法 古代习惯法

调整功能

司法解释

古代成文法

立法目的 渊源

中国古代侵权法

现代法

第一节 侵权责任法概述

I 典型案例 1

某日，贾某与冢人及邻居在北京市某餐厅聚餐，餐厅所使用的卡式炉燃烧气是北京某

气雾剂公司生产的“白旋风”牌边炉石油气，炉具是另一座城市厨房配套设备用具厂生产的

“众乐”牌卡式炉。用完第一罐气后换置了第二罐气又用了 10 分钟时，卡式炉燃气罐发生

爆炸，致使贾某面部、双手烧伤。送往医院治疗，诊断为深二度烧伤，烧伤面积 8% ，面部结

下严重瘢痕。卡式炉燃气罐爆炸的原因是这种燃气罐不具备盛装该种石油气的能力，而卡

式炉仓内漏气也是事故发生的重要诱因。据此，法院判决气雾剂公司和厨房翟套设备用具

厂共同承担侵权贵任，除了承担其他赔偿贵任之外，还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判

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性质的残疾赔偿金。

一、侵权责任法的概念与地位

（一）侵权责任法的概念与特征

l ．侵权责任法的概念

侵权责任法，是指有关侵权行为的定义和种类以及对侵权行为如何制裁、对侵权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