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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行为是行为人不法侵害他人财产权益或人身权益，依照法

律规定应对其所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的行为。其既不同于严重危

害社会的犯罪行为，亦不同于违约行为；侵权行为有一般侵权行为

与特殊侵权行为、单独侵权行为与共同侵权行为、积极侵权行为与

消极侵权行为之分。侵权责任法是调整有关因侵害他人财产、人身

等合法民事权益而在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之间产生的相关侵权

责任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作为一部权利救济法，侵权责任法的主

要功能即是填补损害，通过制裁不法行为救济受损权益，以达到预

防教育的目的。侵权责任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两大法

系以及我国民事法律制度中均占据重要地位。当代社会，侵权责任

法呈现出保护范围的扩大化、归责原则的多元化、过失标准的客观

化、责任形式的多样化以及损失分担的社会化等发展趋势。

第一章 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法概述

第一节 侵权行为的概述

一、侵权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一）侵权行为的概念

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不法侵害他人财产权益或人身权益，依照法律规

定应对其所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的行为。

侵权行为是侵权责任法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在大陆法系国家中，

侵权行为有不同的称谓，德国法称侵权行为为“不许行为”，其法典第823

第一章 侵权行为与侵权责任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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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1款规定：“因故意或过失非法地使他人的身体、生命、自由、财产或

任何其它权益遭受损害，他要对此造成的损害负责。”日本民法称侵权行

为为“不法行为”，其法典第709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

时，负因此而产生损害的赔偿责任。”法国民法沿袭罗马法规定，将侵权

行为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准侵权行为。前者是指因自己的故意或过失而损

害他人权益，并负赔偿责任的行为；后者是指对受其监护的无行为能力人

或受其驯养、保管、占有、所有的物损害他人权益而负赔偿责任的行为。

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深受《德国民法典》影响，其法典第184条对侵

权行为作了原则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负损害

赔偿责任。故意以悖于善良风俗之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亦同。”上述

大陆法系各国及地区对侵权行为的规定，尽管或详或略，表述不尽相同，

但均将侵权行为界定为“故意或过失不法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

我国民法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定见于《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的规

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

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3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

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见，我国民法更侧重于将侵

权行为作为发生民事责任的法律事实，将侵权行为界定为不法侵害他人财

产或人身权利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我们认为，侵权责任法保护的

对象不限于法律所明确规定的各种绝对权，只要是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受

到侵犯而致人损失，并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均可以产生侵权责任。

（二）侵权行为的法律特征

1．侵权行为是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侵权行为本身即具违法性，违法性是构成侵权行为的要件。侵权行为

人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侵犯了法律保护的他人利益，造成了他人的

合法权益，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继承权等权益的损失。

这种损害既包括物质上的损失也包括精神上的损失。如果行为人虽实施了

违法行为却并未造成他人任何损失则不构成侵权行为，即无损害后果无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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