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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侵权责任编编纂的情况

（一）体系结构调整

《侵权责任法》由一部完整的法律修改为《民法

典》第七编，在体系和结构上进行了如下调整：

第一章保留了《侵权责任法》第一章章名“一般

规定”。新的法律解构了《侵权责任法》第二章“责任

构成和责任方式”和第三章“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

的情形”的规定，将其中保留的部分条文分别编入第

一章“一般规定”和第二章“损害赔偿”。

第二章以“损害赔偿”为章名，规定损害赔偿侵

权责任方式的具体适用，大部分条文承继了《侵权责

任法》第二章中关于侵权责任方式具体适用的条文。

第三章“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基本承继了《侵

权责任法》第四章，结合司法实践经验作了较多补充

和完善。第四章“产品责任”大致承继了《侵权责任

法》第五章的规定，仅对其中个别条文进行了补充完

善。第五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大致承继了《侵

权责任法》第六章的规定，同时吸收司法解释的一些

成果，增设了“好意同乘”条款。第六章“医疗损害责

任”几乎完全承继了《侵权责任法》第七章的规定，没

有增减条文，只是对个别条文进行了补充完善。第

七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修改了章名，承继

了《侵权责任法》第八章的主要规定，在各条文中增

加了生态破坏责任的相关内容，并增加了关于惩罚

性赔偿责任的规定、环境生态修复和损害赔偿的规

定。第八章“高度危险责任”较《侵权责任法》第九章

而言，增加了加强生物安全管理、完善高度危险责任

的规定，明确占有或者使用高致病性危险物造成他

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九章“饲养动物损

害责任”承继了《侵权责任法》第十章的规定，除第

1246条增加了“但书”规定外，其他条款所作几处技

术性修改主要是为了符合立法用语规范化要求。第

十章“建筑物和物件损害责任”大致承继了《侵权责

任法》第十一章的主要规定，在章名和相关条文中，

将“建筑物”与“物件”区别对待，最大的修改是关于

从建筑物抛（坠）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损害赔偿规则

以及补偿规则。侵权责任编删除了《侵权责任法》第

十二章“附则”。

侵权责任编对《侵权责任法》的修改和调整，主

要是回应社会新的需要，同时使得侵权责任编在体

系和结构上得到了优化。这反映了法治发展变化的

一个基本规律：在一个稳定运行的社会里，法治的发

展都呈现渐进和改良的特征，而不可能是天翻地覆

的革命性变革。这也反映了从“依法治国”到“全面

依法治国”的时代特征。

（二）条文变动数据分析

1.删除的条款

《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共10章、95条。《侵

权责任法》92个条文，被删除12条又1款。删除的情

形与理由如下：（1）作为一部独立的法律所要求的

【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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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靴戴帽”的条文被删除（共2条）；（2）部分内容作

为民事责任的一般事项已经由《民法典》总则编第八

章“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没有必要在侵权责任编

进行重复规定（共10条又1款）。

2.完全保留的条款

《侵权责任法》92个条文，除被删除 12条又 1款
外，还有79条又1款。在剩余的条款中，有18条完全

被《民法典》承继，没有进行任何修改。

3.被保留并修改的条款

（1）单纯技术性的修改，不改变法律条文的规定

意义

这些单纯技术性修改的条文加上原文保留的条

文共 30余条，《侵权责任法》大约 1/3以上条文意旨

被保留下来，体现了《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与《侵权责

任法》之间鲜明的承继关系。

（2）通过些许文字修改，改变法律条文的规范

意义

侵权责任编部分条文通过个别文字的增减修

改，改变法律条文的规范意义。如《侵权责任法》第

26条的规定被修改为《民法典》第 1173条，通过将

“损害”限定为“同一损害”、增加“或者扩大”四字、删

除“也”字几处细微文字修改，极大地扩展了被侵权

人过错（过失）作为减轻侵权人侵权责任抗辩事由的

适用范围。

（3）法律规范意义上的重大修改

有些条文修改的文字尽管比较少，但是法律条

文的规范意义发生了实质变化。如《民法典》第1186
条将《侵权责任法》第24条规定中“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修改为“依照法律的规定”，这样就将一个授予法

官裁量权的裁判规则条文修改为指引性规定。

4.增加的条款

初步统计，侵权责任编增加的条文（款）达 20
个，还不包含网络侵权部分将 1个条文拆分为 3个

条文并增加相关内容的情况。有些条文增加了句

子（非单列款），通过扩充内容进一步使条文规范更

加具体明确。新增加的条文（款、句），有些是为了

适应新的形势和其他法律修改的需要，大部分是对

司法解释成果的吸收，少量属于文字表述等技术性

的完善。

二、侵权责任编的重要完善和创新

（一）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明确的行

为规范，夯实侵权责任的公平正义基础

在侵权责任编中精准平衡民事主体民事权益保

护（救济）与行为自由关系，提供明确的行为规范并

揭示出侵权责任的公平正义基础，是贯彻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体现。可从以下6个方面观

察到侵权责任编在这方面的进步：1.增加“自甘风

险”“自助”等抗辩事由；2.增加对“具有人身意义的

特定物”上的精神利益保护规定；3.强化对知识产权

的保护，增加惩罚性赔偿规定；4. 强化过错责任，保

护行为人的善意；5. 调整从建筑物抛（坠）物造成他

人损害的责任规则和补偿规则；6.多处规定“行为规

范”，引导民事主体的行为。

（二）贯彻生态文明理念和民法典“绿色”基本原

则，建立与完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侵权责任制度

1.修改的背景与理由

在中央文件的政治指引和《环境保护法》修改

的背景下，在侵权责任编中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增加破坏生态的侵权责任，完善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侵权责任体系，就成为一个必然的立法

选择。

2.主要修改和增加的内容

（1）章名变化。将《侵权责任法》第八章章名“环

境污染责任”修改为侵权责任编第七章章名“环境污

染和生态破坏责任”。

（2）规定破坏生态的侵权责任。在本章的7个条

文中，对污染环境与破坏生态两种侵权行为作出了

等量齐观的规定。

（3）增加了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

果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保留并完善了第三人过错情

形的责任承担规则。

（4）增加关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及费用负担的

规定，增加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规定。

（三）适应信息社会的要求，强化网络侵权责任

的规定

1.完善了权利人通知规则和网络服务提供者采

取必要措施的义务和责任规定；2.增加规定了反通

知规则；3.完善了“红旗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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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吸收司法解释成果完善若干具体制度和

规范

《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和《人身损害赔偿司

法解释》的许多规定被《侵权责任法》所吸收。在《民

法典》侵权责任编的编纂过程中再次检索这两个司

法解释，吸收了某些未被《侵权责任法》接受但是具

有重要价值的内容。此外，法释〔2014〕11号的部分

内容被《民法典》第 1195-1197条所吸收，《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第五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较多吸收

了法释〔2012〕19号的内容。

三、侵权责任编编纂的理论支撑

（一）法学研究的理论支撑作用

近 10年来，我国法学界对侵权责任法的研究持

续火热，研究成果有些是关于《侵权责任法》理解和

实施的，有些是关于相关司法解释的起草和适用的，

也有一些是直接涉及《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编纂的。

这些研究成果对侵权责任编的编纂产生了直接或间

接的影响，特别是对一些规则的修改和创设起到了

理论支撑的作用。

（二）部分研究成果盘点

本文对《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两个法学期刊近

10年来发表的侵权责任法相关文章进行了简单统

计。通过这些统计数据，大致能观察到我国民法学

界对侵权责任法的研究特别是对《民法典》侵权责任

编编纂的研究概况以及这些文章的学术影响力。

四、侵权责任编的理解和实施

（一）深入“解释论”的理论研究

一部新法典的问世，不是导致法学的死亡，而是

意味着“立法论”研究的谢幕或者式微、“解释论”研

究的强势登场。这就要求我们将主要精力转移到正

确理解和适用法律规定上来。

法教义学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命题之上的：法律

本身在价值上是正确的，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在意义

上是确定的。法律解释的目的在于阐释立法者在法

律文本中表达的真实意义以更好地实施此等法律。

这是对侵权责任编进行研究和解释的基本出发点。

任何法律都可能有漏洞、有缺陷，法解释学不仅要善

于发现此等漏洞和缺陷，还需要找到填补漏洞和克

服缺陷的建设性方案。

（二）及时清理相关司法解释

相关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要统一到侵权责任编

上来。需要依据侵权责任编的规定对相关司法解释

进行清理，废除与法律不一致的司法解释，正确理解

和适用法律规定。司法解释的清理以及相关的废

除、修改和制定有一个时间过程，需要把握好新旧

法、新旧司法解释的衔接。

（三）系统科学地解释和适用法律

侵权责任编的理解与适用，除了文义解释的基

本方法之外，重要的是体系解释或者或系统解释。

1.《民法典》内部相关条文的体系解释与适用

应当将侵权责任编放在《民法典》里面理解和适

用。比如关于减轻和不承担侵权责任的事由，不仅

要适用侵权责任编中自甘风险和自助等条文的规

定，还应当适用《民法典》总则编第八章“民事责任”

中不可抗力等条文的规定。此外，民法典其他编有

关条文规定的“过错”“重大过错”在适用上，特别是

在判断标准上，应当与侵权责任编的有关条文规定

保持一致。

2.《民法典》外部相关条文的系统解释与适用

就侵权责任编规定的侵权责任之认定而言，有

些在《民法典》中就能通过体系解释实现其实施的自

给自足，有些则需要“联络”《民法典》之外的其他法

律规定，才能正确认定。后者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

情况是，主要法律规则在《民法典》之外，侵权责任编

的规定只是辅助性或者从属性的；另一种情况是，侵

权责任编规定了主要的规则，但是其适用需要其他

法律、行政法规乃至部门规章或者地方法规配合。

3.正确处理好侵权责任与其他法律责任的关系

某些侵权行为（或者准侵权行为）不仅导致侵权

人的侵权责任，也可能因违反刑法、行政法的规定构

成犯罪或者行政违法，导致刑事责任或者行政法律

责任，需要处理好各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之间的

相互关系。

（四）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完善

法律条文需要不断地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并不

断修改完善，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包括侵权

责任编在内的《民法典》应当接受法治实践的检验，

在适用中不断完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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