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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背景为李建伟的讲解内容 

注释： 

第一章到第四章为总则(总论) 

第五章开始到第十一章分则 

 

每年３月底之前公布的法律法规都列入司法考试范围之内。  

今年的侵权责任法的考试分数大概不会低于１２分。 



第一年的命题的难度不会很大。考试主要是以条文字面的意思为主。  

本次立法特点。 

１. 高度抽象的总则条文。分则中一般规定与具体规定相结合的原则。（总则抽象条文，

分则中的第一条都是本章的一般规定） 

２. 概括性规定和具体列举相结合的规定。  

３. 以归责原则为纲来构建各类的侵权责任体系。  

３.１过错责任，包括过错推定。  

３.２无过错责任。不管有无过错也要承担责任。 

３.３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一条 为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制定本法。  

立法宗旨和立法目的，制裁是手段，保护是目的。 

  第二条 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杀人）、健康权（造成残疾）、姓名权、名誉权、

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以前立法没有明确规定）、婚姻自主权（包办、强迫买卖

婚姻）、监护权（拐骗拐卖儿童，使监护人丧失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宅基地

使用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地役权，自然资源使用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典权等）、

担保物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

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等是后等，表示民事权益的范围是开发的，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权益。  

比如说，性生活权、悼念权、配偶权都是民事权益。  

民法是授权的法律。  

侵权责任法的保护对象的是民事权益。（权益：权利和利益）。 

前９项是人身权。后９项是财产权。  

比如人死后不能成为权利主体，但并不能对其尸体进行损害和侮辱等行为。  

侵害死者的是利益并非权利。比如商业秘密是保护商业利益。  

没有把债权列举进来，立法者没有把债权作为侵权的客体。 

如：甲乙有一每日供货合同，一日甲没送到，原因是因为丙造成交通事故而没有

送到。乙可以追究甲的违约责任，之后甲可以向丙主张侵权责任，但乙不能向丙主张

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第三人不能成为侵犯债权的。  

 

第三条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是宣示性条款，有权利必然有救济  

被侵权人和侵权人要做广义理解（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第四条 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不影响依法承担

侵权责任。（责任独性，又打又罚）  

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

的，先承担侵权责任。（私权优先原则，更好的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  

第五条 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侵权责任法并不是侵权责任的万能法（民用航空法，海商法也都适用）  

第二章 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 

第六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过错原则）  

小法条大案例，一般侵权的“宪法”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推定过错原则） 

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重大过失为职业上的过失和违背

一般注意义务的过失属于重大过失。  

推定过错：根据法律规定，只有法律才能规定之意。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没有

推定过错的权利。 

第七条 行为人损害（主观上即使不具有过错，只要损害就要负责）他人民事权

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  

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  

第八条 二人（法人和自然人）以上共同实施（可以一个作为另一个不作为也为

侵权）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和共同责任不同，２个主体）。 

共同加害行为，共同过错是主观上的共同过错，共同故意。 

  第九条 教唆（激将法、喝倒彩等也是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

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教唆、帮助（有暗中帮助的现象，比如发一条辱骂别人的帖子，另一个人始终顶

帖子就是暗中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

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强调是监护人的责任，也是无过错责任 

与《民法通则》矛盾的时候按照本法，《民法通则》１５３条规定单位为监护人

的监护人不承担监护责任，但本法没有明确规定，那么单位为监护人的也应当承担监

护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责任。  

侵权人和单位承担安份责任。 

原来规定的教唆无行为能力人，无心为能力人和监护人不承担责任，但本条修改

为监护人和侵权人承担安份责任。  

原来规定的教唆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连带责任改为安份责任。  



第十条 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

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

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本条是共同危险行为的侵权责任。  

和本法第８条共同侵权区别：  

共同侵权和共同危险行为的区别：  

１， 主观上是否有共同侵权行为的意思联络。共同侵权有意思联络，共同危险行

为则没有 

２， 行为是否有独立性，共同侵权是没有独立性的，共同危险行为各个行为都是

独立的。 

被诉人要承担举证责任。 

行为是２个或２个以上的多个行为。  

第十一条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

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无意思联络的。比如２个化工厂同时往鱼塘排污造成鱼塘的鱼死的行为。  

第十二条 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

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无意思联络的。２个行为的性质各不相同。  

比如一个人用刀插入别人，到医院因为医院的重大过失致死的行为。  

第十三条 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

人承担责任。 

  第十四条 连带责任人根据各自责任大小确定相应的赔偿数额；难以确定责任大

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内部平均承担）  

支付超出自己赔偿数额的连带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连带责任人追偿。  

不能要求别人多支付。  

  第十五条 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一）停止侵害；  

  （二）排除妨碍；  

  （三）消除危险；  

  （四）返还财产；  

  （五）恢复原状；  

  （六）赔偿损失；  

  （七）赔礼道歉；  

  （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以上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合并适用：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主要是折价损失参见１９条）可以并用。  

第十六条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

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



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注意合理费用。 

第十七条 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不是应当）以相同数额确定

死亡赔偿金。 

同命同价原则。（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一个价）  

不分年龄，城市和农村。 

不是同一侵权行为造成死亡的和本条无关。  

要结合人身损害赔偿解释３０条理解。应该是按照最高标准来执行。 

要注意同一侵权行为。不同的侵权可能不一定按照统一价格赔偿。  

  第十八条 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

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继承权利的单位（可以存在自然人的情况）有权请求

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包括死者的近

亲属和无因管理人）有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侵权人已支付该费用的除外。  

属于补偿性的。 

第十九条 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

计算。 

比如：买到手的车，被别人借用后撞了，可以要求借用人赔偿折价损失。  

没有市场价格的按照其他方式计算。 

第二十条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

偿；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

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  

适用的是人身权益的问题。 

比如：利用他人的肖像搞盈利行为。  

第二十一条 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侵权人承

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 

注意：人身权请求权中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的问题。  

比如邻居的狗可能咬伤自家的小孩时可以请求邻居消除危险。  

第二十二条 侵害他人（不含法人和其他组织）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

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司法解释：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物品因侵权行为造成损失的可以要求精神赔偿。 

和本条不矛盾。 

严重精神损害：只能凭感觉来判断。具体的还需要解释。  

２００１年的司法解释是限制赔偿范围，这里是鼓励人们维护自己的权利。  

对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立法首次明确  



    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这是我国法律中第一次明确精神损害赔偿。

侵权责任法第 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

求精神损害赔偿。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表示，这个规定，一是把精神损害赔偿严格限

制在侵害人身权益上，侵害人身权益就包括侵害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但不

包含财产权。二是什么情况下构成精神损害。侵权责任法用了“严重精神损害”这个词。 

 

第二十三条 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

承担责任。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

当补偿（酌情补偿）。 

解决一种不良现象。鼓励见义勇为的行为。  

第二十四条 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由双方分担损失。 

本条体现了公平责任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分担。 

根据实际情况：综合案件的损害范围和承担能力和当地的综合经济环境等因素。 

第二十五条 损害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协商赔偿费用的支付方式。协商不一致的，

赔偿费用应当一次性支付；一次性支付确有困难的，可以分期支付（具体的分多少期

由法官自由裁量，具体应该有利息补偿），但应当提供相应的担保（抵押、质押和保

证等）。 

协商是原则。 

一次性支付是原则，分期支付是例外  

第三章 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 

第二十六条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过错相抵。比如２个机动车碰撞，就可以产生过错相抵。  

包括一般过失，重大过失，故意  

第二十七条 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  

故意为自取后果，比如：甲乙为夫妻商量到城里碰瓷的诈骗行为，为故意行为。 

比如：自杀行为。 

过失行为不适用此条。  

第二十八条 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三人直接成为责任主体，成为被告。  

比如：要求狗的主人承担责任。是实体法上的规定。  

本法的第６８条环境污染造成的责任除外。  



第二十九条 因不可抗力（不能预见，不能控制的事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

担责任（不承担侵权上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比如环境保护法４３条。(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

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条是以不承担侵权责任。 

第三十条 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

成不应有的损害的，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当的责任。  

第三十一条 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责任。如果危险

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责任或者给予适当补偿（公平原则体现）。

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

承担适当的责任。 

第四章 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 

第三十二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

人（监护人可以作为被告，监护人教唆被监护人侵权的监护人不适用本条适用９条）

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产

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赔偿。  

如何理解尽到？ 

生活常识性的判断。（５岁小孩和２岁小孩在玩的时候，５岁小孩抢２岁小孩面

包，被５岁家长看见后说了一句不要抢２岁小孩的面包就走了，视为未尽到）  

一般是很难判断的。  

第三十三条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失去控制造

成他人损害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没有过错的，根据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对受

害人适当补偿。（执行时先执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财产）  

如何认定财产是被监护人的？  

１. 压岁钱或给孩子的钱。  

２. 接受到的继承或遗赠。 

３. 受赠与的财产。 

４. 小孩的收入（演唱会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醉酒、滥用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

意识或者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加害性劝酒的人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本条不适用于限制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行为能力。适用第３２条的规定。  

  第三十四条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

承担侵权责任。（不是执行工作任务时用人单位不承担侵权责任，在执行工作任务时



的个人行为用人单位不承担责任。比如：搬家人员偷被搬家人的财物行为。用人单位

不承担）用人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国家的企事业单位，集体，私有企业。不能向工作

人员追偿。 

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

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故意派遣不具有从业资格或不符合条件的人员的。  

对被派遣单位的损害和造成他人损害。对被派遣单位的损害是严格的，承担全部，

对外造成损害的承担补充的责任。  

第三十五条 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

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

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没有形成劳务关系的。比如：请人擦玻璃清高空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  

承揽合同中不适用本条规定。  

提供劳务的过程受对方的支配为劳务关系。  

３４条和３５条把国家机关和私人企业的工作人员都是用人单位承担。  

和原来的人身损害赔偿损失解释９条不同。消除了由于单位的性质不同所承担责

任不同的不公平规定。０９年卷三的２２题。答案需要改定。  

原来选 A 现在应选 D 

  第三十六条 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全新规定）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

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损害的扩大部分在司法实践中很难认定）与该网络用户承担

连带责任。 

网络服务商不知道的情况下，被侵权人不通知的网络服务商不承担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

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默示的共同侵权）  

人肉搜索应适用本条。 

及时：合理性的认识和给予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第三十七条 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园，码头，机场也属于

公共场所）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驴友问题，驴头要承担主要

责任），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安保义务责任。如果第三人不能确定可以直接向安保义务人承担。  

第三十八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

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

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推定过错：教育管理机构负责举证）  



校内侵权。 

第三十九条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

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过错

责任：原告举证） 

校内侵权。较３８条比较校方的责任较轻。 

第四十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

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

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

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校外人侵权，教育管理机构承担补充责任。  

第五章 产品责任 

第四十一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产品为工业销售的为产品。其他的不是产品。比如：未经过加工处理农民的西瓜

不视为产品 

缺陷：根据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应具有的功能没有，存在不应有的危险就为缺陷。  

生产者：最后的生产者。（组装厂等）  

  第四十二条 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销售者为过错责任，生产者为严格责任）  

  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的，销售者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第四十三条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

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是不真正的连带责任可以作为共同被告）  

  产品缺陷由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  因销售者的

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第四十四条 因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

的，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不能告仓储者或者运输者）  

  第四十五条 因产品缺陷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生产者、

销售者承担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  

第四十六条 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存在缺陷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及时采取警

示、召回等补救措施。未及时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补救措施不力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本条和和本法的４１条的理解难点。  

如汽车召回制度。 

第四十七条 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

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相应的惩罚必须是法律规定的）  



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消法》４９条为２倍和《食品法》９６条为１０倍。 

《产品质量法》４２条中免责的规定应适用本条。 
《消法》 :第四十九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

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食品法》第九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

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第六章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第四十八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

承担赔偿责任。 

要结合《交法》７６条规定 

《交法》第七十六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

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

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

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

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第四十九条 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

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

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道路交通事故： 

１.发生的场所在道路范围内，道路为可供于公共通行的一切场所，包括道路，

胡同等。 

２.行为的性质是交通运输行为  

比如在汽车修理厂院内把人压死事件不是交通事故责任。  

交通事故不含自我的单方责任。自己造成的损害不算交通事故责任。 

比如自己开车把广告牌撞坏，不算交通事故责任。 

第五十条 当事人之间已经以买卖等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所有权转

移登记，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

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  

受让人为最后受让人，即现在机动车使用人。  



第五十一条 以买卖等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损害的，由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 

受让人为最终受让人。如：甲把拼装车卖给乙，乙又卖给丙，受让人为丙。转让

人为甲，不包含乙。 

第五十二条 盗窃、抢劫或者抢夺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盗窃人、

抢劫人或者抢夺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

救费用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保险公司承担垫付责任。加大对被侵害人的保护。 

例题：甲有一辆机动车被乙盗窃，乙对汽车擅自涂改发动机号，乙卖给不知情的

丙，丙在行使中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如何承担？ 

盗抢的人使用机动车时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不适用本条款。  

  第五十三条 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该机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由

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不明或者该机动车未参

加强制保险，需要支付被侵权人人身伤亡的抢救、丧葬等费用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垫付。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后，其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

任人追偿。 

第七章 医疗损害责任 

本章是全新规定。 

第五十四条 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

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责任主体是医疗机构，不是医务人员。医务人员是雇员。  

医疗机构的责任是过错责任。  

医疗事故和医疗损害不是一个概念。  

医疗机构：一般的药店不算医疗机构，如果医疗机构卖药，医疗器械等存在问题，

可以要求医疗机构赔偿。 

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凡是违反医疗技术规定的行为都视为过错。此处的过错一般

为过失。 

  第五十五条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包含患者的近亲属或患者的法

定代理人）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相对于一般检查而言）、

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

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１.向患者无法说明，２ .说完后对诊疗不利比如癌

症患者），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  

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无后果既无责任 

第五十六条 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



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紧急时无程序，首先抢救患者。  

不能取得患者或近亲属的意见：如患者昏迷或联系不上近亲属的情况。  

第五十七条 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

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不是过错责任。 

当时的医疗水平：一般认为当时的该医疗机构同层次的医疗水平相应。  

比如说：村卫生所和协和医院的医疗水平客观上肯定不同。  

  第五十八条 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  

  （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  

  （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  

（三）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  

推定过错责任。 

第五十九条 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

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

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

血液提供机构追偿。 

患者可以理解为消费者。 

  第六十条 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  

  （二）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 

  （三）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  

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免责事项。 

当因为医疗机构有过错造成的上述的情况出现时，医疗机构也要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 

  第六十一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

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医疗费用等病历资料。  

患者要求查阅、复制前款规定的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当提供。  

医疗机构应当提供：可以理解为及时、立即提供。 

第六十二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保密。泄露患者隐私或者

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造成患者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即使本法没有此条款也应该按照不得侵犯隐私权的观点来讲，也可以解释。  

对患者的隐私应是当然的保密。  

对于未涉及患者隐私的资料未经患者同意也不得公开。  

第六十三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对不必要的用药未规定之。 



第六十四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干扰医疗秩序，妨

害医务人员工作、生活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宣示性条款，考试基本不会考此条  

第八章 环境污染责任 

  第六十五条 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对环境进行改变的人：包括固体，

液体，气体，强光，震动，噪声）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六十六条 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

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倒置，环境保护法４１条。 

达标排污不一定免责。  
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 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

个人赔偿损失。 

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

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

向人民法院起诉。 

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予承

担责任。 

第六十七条 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

种类、排放量等因素确定。 

如果两个污染物单独都可以造成损害发生的判断不了那个更严重  

本法第十一条。两个污染者承担连带责任。  

第六十八条 因第三人的过错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污染者请求

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污染者赔偿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是２８条的特别规定。不真正连带责任：两个以上的人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的事

由各有不同，任何一个人承担之后导致另一个人可以责任免除，不能将２个人同时列

为共同被告。即使污染者能举证事由是第三人造成的也不能免除责任。  

原来在水防治法有相关规定，在环保法中没有明确规定。  

所有的环境污染都可以适用本条规定。  

如：某甲开着一辆剧毒氰化物，车有危险标志，小偷认为车内是汽油而事实偷油，

偷中，感觉不是汽油而逃，氰化物挥发造成１００人中毒入院。责任归小偷（第三人

过错）。某家所在单位不需要承担责任。其他的还适用环保法，时效３年的规定。  

第九章 高度危险责任 

第六十九条 从事高度危险作业（按照民法通则认定：高空，高温，高压，易爆，



易燃，腐蚀，放射，剧毒，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  

第七十条 民用核设施发生核事故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不包括军用）核设施

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战争等（战争并不是唯一情形，比

如地震，火山爆发等不可抗力）情形或者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责任。  

第七十一条 民用航空器造成他人损害的，民用航空器的经营者（不是航空器的

所有人承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责

任。 

第七十二条 占有或者使用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

害的，占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

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有重大过失的，可以减轻占有人

或者使用人的责任。 

强调重大过失。被侵权人的过失较轻免责。 

第七十三条 从事高空、高压（不一定是电压，压力高的都视为高压）、地下挖

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

够证明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

生有过失的，可以减轻经营者的责任。  

本条和七十二条不同。本条强调被侵权人的过失不一定是重大过失。  

  第七十四条 遗失、抛弃高度危险物（毒害性，放射性，易燃易爆等物品）造成

他人损害的，由所有人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将高度危险物交由他人管理的，由管理

（管理人：需要有相应的管理资质和能力）人承担侵权责任；所有人有过错的，与管

理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七十五条 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造成他人损害的，由非法占有人承担侵权责任。

所有人、管理人不能证明对防止他人非法占有尽到高度注意义务的，与非法占有人承

担连带责任。 

比如：某甲把看管不严的炸药被乙偷走用于炸鱼，造成丙被炸伤，造成的损害应

有。由于乙是非法占有，由于甲看管不严。由乙和甲承担连带责任。  

第七十六条 未经许可进入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者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受到损

害，管理人已经采取安全措施并尽到警示义务的，可以减轻或者不承担责任。  

本条是严格责任既无过错责任。 

减轻在前，免责在后。减轻是原则，免责是例外。 

第七十七条 承担高度危险责任，法律规定赔偿限额的，依照其规定。  

赔偿责任限制。 



第十章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注意野生动物的饲养问题： 

案例： 

甲在上上抓到一个野生毒蛇回家饲养，后毒蛇逃走，经过三个月寻找后未果，后把乙

咬伤。甲不承担责任。  

经过三个月后寻找后因为找到视为回归自然。  

饲养动物和高度危险责任不同  

饲养动物造成损害的责任是先不承担，后减轻  

高度危险责任是无过错责任比较严格。免责条件比较苛刻。  

第七十八条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

责任。 

本法的２６条的特别规定。７８条在饲养动物侵害中本身也是一般性规定 

不包括一般过失，就是说饲养动物人的一般过失也要承担责任。  

饲养的动物范围：以管理和控制为目的的豢养。 

流浪猫流浪狗：如：某小区有很多的流浪够，甲心慈手软，经常给流浪狗食物，

后狗把人咬伤的不承担责任。  

这里关键点：甲没有把狗放在家里喂养（不是饲养），只是在小区某处给狗食物。 

造成他人损害：致人死伤，使他人受到惊吓损害的（比如造成使人惊吓致死或精

神分裂等）。 

第七十九条 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

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安全措施：应该圈养的没有圈养就是未采取安全措施。  

第八十条 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

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禁止饲养的烈性犬：应当理解为禁止饲养烈性犬的地区饲养烈性犬。  

         比如在城市等人口高密集去禁止饲养。  

结合２６，７８才能很好的理解本条。 

  第八十一条 动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园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

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动物园的责任是推定过错责任）  

第八十二条 遗弃、逃逸的动物（指家养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他人损

害的，由原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 

第八十三条 因第三人的过错致使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动物饲

养人或者管理人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赔偿后，

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因第三人的过错： 



例１：小孩放鞭炮扔到猪旁边，把猪惊吓后狂跑造成乙撞伤损害，作为乙可以向

猪的主人要求赔偿，乙赔偿后有权向小孩的法定代理人追偿。  

例２：甲指使乙甲的狗咬伤丙，乙并不知情，乙不应承担责任。  

饲养人和第三人也是不真正连带责任关系。和６８条的规定相同。  

第八十四条 饲养动物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妨害他人生活。  

饲养动物应注意公共卫生及社会公德。  

例如１：甲家的狗到处大小便，狗的吵叫声影响别人睡眠的。  

例如２：饲养公鸡打鸣影响邻居睡眠的。可以请求排除妨害。  

第十一章 物件损害责任 

第八十五条 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

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本条是推定过错责任：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就承担责任。  

第八十六条 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

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

责任人追偿。 

因其他责任人的原因，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其

他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 

一般建筑物由：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建设单位。  

本条只规定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但，如果勘察单位和设计单位有责任的，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承担赔偿后可以向

勘察单位或设计单位等追偿。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本身不能免责。和也是不真正连带责任，  

第一款的有其他责任人：指对建筑物的质量的瑕疵有责任的人。偷工减料的施工

人，设计不合理的设计人，勘察数据的人，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的责任，建筑材料的

不合格等。 

第二款的有其他责任人：比如恐怖分子的炸楼等责任人。  

第八十七条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

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包括承租人、借用人）给予补偿。（和第１０条共同危险行为不同，本条只有一个

行为，第１０条有多个人的行为）  

本条是过错推定责任，是补偿不是赔偿。  

在我国的立法上原来没有的。 

第八十八条 堆放物倒塌造成他人损害，堆放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本条也为推定过错责任。堆放物的堆放人有管理义务。和堆放人的主观无关。  

第八十九条 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如：某甲施工单位在公共道路上推放一堆黄沙，一个机动车未见黄沙造成撤翻的

责任有甲承担。 

典型案例：北京的漏油车应承担造成的交通事故责任和道路清理责任。  

第九十条 因林木折断造成他人损害，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

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条为推定过错责任。  

林木的果实掉下后造成人损害的也应参照本条。 

第九十一条 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

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与《民通》１２５条基本一致。  

本条把《民通》的道旁屏除了。  

但根据本解释的原则可以把本条的道路上也可以扩大解释为道旁。  

明显标志和安全措施必须同时存在。  

有明显标志没有安全措施的也承担责任，反之亦然。  

明显标志：因为习惯上的标志习惯，比如在危险出不能挂绿灯。应挂红灯或黄灯。  
《民通》第一百二十五条 【地面施工致人损害责任】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

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窨（YIN）井（为了管理施工方便或管线铺设方便在地面上构筑的井状物）等地

下设施造成他人损害，管理人不能证明尽到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推定过错。 

第十二章 附 则 

  第九十二条 本法自 201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本法实施时间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