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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惊闻韩先生仙逝，我所及编辑部哀痛不已。韩先生学贯中

西，为治学大家。但平易近人，并奖掖后学。先生非常关心
《晟典律师评论》的成长，在创刊之际欣然担任 《晟典律师评
论》顾问，并在百忙之中拨冗赐教。虽我所大部分律师与先生
并无师生之谊，但如沐长者之风。

先生之情山高水长。

晟典律师评论编委会
晟典律师评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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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韩德培教授

韩德培治丧委员会供稿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和第七届全
国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顾问，中国当代著名法学
家、杰出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国际法学一代宗师、中国环境法学
开拓者和奠基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韩德培
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９日２１时在武汉逝世，享年

９９岁。
韩德培教授１９１１年２月６日出生于江苏如皋。少年时代，他聪慧

过人，年少志远，在家乡先读私塾，后入新学，先后就读京江小学、如
皋师范学校和南通中学。１９３０年以第一名成绩从南通中学毕业后，以
优异成绩考入浙江大学史政系，半年后转入南京中央大学学习。后改学
法律，广泛涉猎中外法学名著，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１９３４年从中央
大学法律系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并留中央大学工作，担任学校和校
刊编辑，同时从事教学工作，升任讲师。

１９３９年，韩德培教授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
战爆发，他于１９４０年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学习、研究国际私
法和英美普通法，１９４２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
转入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和法理学。

１９４６年，韩德培教授应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时任武汉大学校长
周鲠生先生之邀，回国到武汉大学担任法律系教授。１９４７年出任武汉
大学法律系主任，并被推举为武汉大学教授会主席。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韩德培教授除继续担任法律系主任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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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当时武汉大学的最高领导机构校务员委员会常委兼副秘书长，协助
管理全校的日常工作。１９５１年转任副教务长，主管学校教学工作。

１９５７年，被错划为 “右派”，受到不公正待遇，１９７９年予以彻底平反。

１９７９年，武汉大学决定复办法学教育，韩德培教授负责重建武汉
大学法律系。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１年先后创建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和武汉
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担任过武汉大学法律系主任、法学院名誉院长、国
际法研究所所长、环境法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学科评议
组第一届、第二届成员、第三届特约成员，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顾
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顾问，中国法学会顾问、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
国际法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
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顾问等职，并在国外兼任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同盟理事、国
际环境法研究中心理事、世界城市与区域规划学会理事等职。

韩德培教授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黑
暗中坚守信念，向往光明；他挫折中坚贞不渝，崇仰真理。早在中央大
学求学期间，他就阅读了英文版的 《共产党宣言》。在中央大学工作期
间，他参与组建 “现实社”和 “明志社”等进步组织，同孙晓村、王昆
仑等一道从事抗日救亡活动。１９４５年在美国求学期间，写信给董必武
同志求教新中国的法学教育问题，同董老建立了长期的友谊。１９４６年，
韩德培教授婉言拒绝国外机构的聘请，毅然从美国哈佛大学回国，投身
中国的法学教育和法治建设。他积极追求进步，不畏权势，在当时著名
杂志 《观察》上发表了 《我们所需要的 “法治”》、《人身自由的保障问
题》等脍炙人口的文章。武汉解放前夕，他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 “新民
主主义教育协会”，积极投身武汉大学师生的保校护产活动。１９５７年，
韩德培教授被错划为 “右派”，尽管蒙冤受辱，历尽艰辛，但他始终满
怀信心，在沙洋劳动期间坚持培训中学教师、翻译联合国文件，在回武
大外文系教授英语期间，精心组织英语专业本科的 “听说领先”教改实
验。１９８０年，他率领中国法学代表团赴荷兰参加了第二届国际法律科
学大会，用流利的英文发表了驳斥台湾地区代表有损中国主权的演讲，
赢得了全场的掌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尊严。１９８１年，我国决定终止
几个重点工程项目，外国公司提出巨额赔偿的要求，韩德培教授应国务
院有关部门的邀请赴北京进行咨询，提交了 《关于终止若干合同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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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法律问题》的咨询报告，依据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确定的原则、罗马法原理和德日两国民法典据理力争，为国家挽回了数
亿美元的巨大损失。当时，国务院一位领导尊称韩德培教授为 “国宝”。
韩德培教授早在１９５６年就向党组织递交过入党申请书，尽管他之后遭
受了２０多年的不公正待遇，但他矢志不渝，始终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
仰。１９８４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韩德
培教授曾经在日记中写道：“老牛明知夕阳短，不须扬鞭自奋蹄。”表现
了他为党和人民奋发工作的信念。

韩德培教授是一位以学术为第一生命的学术大师，是中国国际法学
一代宗师、中国环境法学开拓者和奠基人。１９８４年出版的 《中国大百
科全书·法学卷》 （修订版）在 “中国历代政治家、思想家、法学家”
栏目仅列两位在世的法学家，其中一位也是韩德培教授。他不唯书，不
唯上；实事求是，追求真理；严谨法学，崇尚创新。在国际私法、环境
法、国际公法、法理学及法学教育等领域，他都取得了卓越成就。他著
作等身，主编的 《国际私法》是全国第一本国际私法统编教材，主编的
《环境保护法教程》是全国第一本环境法统编教材，他参与撰写的 《美
国国际私法 （冲突法）导刊》开创了国别国际私法研究的先河，他主编
的 《国际私法新论》建立了新的国际私法理论体系，他提出的有关国际
私法范围的 “一体两翼”论被广泛引用。他是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
卷》（修订版）的顾问，并担任国际私法和环境法两个分支学科的主编。
他还先后主编或撰写了 《人权的理论与实践》、《现代国际法》、《中国冲
突法研究》、《中国环境法的理论与实践》、《国际私法专论》、《国际私法
学》等著作；他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 《国际私法》１９８８年荣获国家级
优秀教材奖，主编的 《人权的理论与实践》１９９８年荣获国家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主编的全国高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授
《国际私法》２００２年荣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１９９３年，韩德培教
授在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牵头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
起草小组。为保证质量，他不顾年事已高，对起草的 《示范法》逐字逐
句审阅。该 《示范法》六易其稿，历时七年，２０００年由法律出版社公
开出版发行，开我国民间性专家立法之先河，其英文版和日文版相继在
国外出版发行，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被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秘书长
范·鲁先生誉为：“中国国际私法学界对世界国际私法学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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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德培教授是一位具有深邃发展眼光和远见卓识的杰出教育家。上
世纪５０年代，韩德培教授不仅主持武汉大学的教学工作，而且参与了
中南地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规划的制定，主持中南地区高等学校的统一
招生工作。１９７９年改革开放之后，韩德培教授就敏锐地意识到国际法
将在中国对外开放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在主持重建法律系的同时，于

１９８０年组建了中国高校第一个专门从事国际法研究的学术机构———武
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１９８１年，在社会上还没有基本的环境保护意识
的时候，韩德培教授就推动武汉大学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合作组建
了中国同时也是亚洲第一个专门研究环境法的学术机构———武汉大学环
境法研究所。在韩德培教授的不懈努力下，环境法成为我国法学学科中
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现在，韩德培教授创建的两个研究所都是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其涵盖的学科都是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国
外产生了广泛影响。１９８３年，他主持创办了武汉大学 《法学评论》杂
志，该杂志是国内高校创办最早的法学类杂志之一。

韩德培教授从教６４年，教书育人，诲人不倦，为我国培养了大量
高级法律专业人士，桃李满天下。他言传身教，奖掖后学，先后培养了

２００多位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研究生。他的不少学生已经在重要岗位上
担任领导职位，有的在跨国机构担任要职，有的成长为知名教授、博士
生导师。韩德培教育病重弥留之际，念念不忘的是学生，是学生的毕业
论文，是学生的论文答辩。韩德培教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德高望
重，他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法律
学人。

韩德培教授是一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十分关心国家的法治建
设，积极建言献策。改革开放以来，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依法治国、加
强社会主义法治的文章，强调要充分发挥宪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的作用，要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要把对外开放与加强法制建设结合
起来，要营造对外开放的法制环境，环境建设与经济建设要统筹兼顾、
协调发展等。他先后发起成立了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和中国法学会环境资
源法学研究会两个全国性学术团体，并任首任会长，领导和组织了中国
国际私法和环境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开展深入的学术交流，为我国社会主
义法治的完善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１９９９年，他荣获国家环
境总局颁发的最高奖项 “地球奖”。１９８０年，他参加了九三学社，曾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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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顾问、第八届和第九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委
员。从１９８３年开始，他担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为国
家的大政方针提出了很多有价值、有影响的建议。韩德培教授积极参加
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先后赴美国、日本、加拿大、荷兰、乌拉圭等国讲
学或参加国际会议。１９８２年，他以美国埃德加、斯诺基金会法学客座
教授和富布赖特基金会亚洲住留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密苏里大学等校
讲学，所到之处，无不获得一片赞誉，并被密苏里州首府堪萨斯市市长
授予 “荣誉市民”称号。１９８３年，他主持与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合作事
项，促成该基金会在中国设立福特法学基金，为中美法学交流做出了重
要贡献，为中国法学走向国际奠定了基础。如今，中国法学界许多知名
的中青年法学家大多是这个项目的受益者。

韩德培教授一生献身武大，执教６４载，奉献了毕生的心血，见证
了武汉大学半个多世界的发展历程，也为武汉大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做
出了杰出的贡献。１９４６年海外归来，他是武汉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２００９年在他逝世之前，他已是武汉最年长的 “资深教授”。曾经剑客归
来，珞珈山麓展宏志；曾经执掌教务，于无声处听惊雷；曾经十年浩
劫，乱云飞渡待明天；曾经春回大地，法律天平唱大风；曾经老骥伏
枥，壮心不已启后生。１９８９年，韩德培教授在一首 《无题有感》的诗
中写道：“珞珈山上数十载，人间已见几沧桑。惟有山花年年开，不顾
风雨吐幽香。”６０余年的历程中，他的脚印布满珞珈的条条小径，人孤
睿智遍撒校园的个个角落，他是珞珈山的 “镇山之宝”。如今，斯人已
逝，空余追思。珞珈之山，怎能不为之动容；东湖之水，怎能不为之
悲泣！

韩德培教授的一生是不断进取、追求真理的一生，是为国家的法治
事业和教育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伟大的一生！韩德培
教授的逝世，不仅是武汉大学的重大损失，而且是中国法学界、法律界
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我们将永远铭记韩德培教授对中国法治事业、教
育事业和武汉大学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韩德培精神千秋传颂！
韩德培教授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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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讲座
ｍｉｎｇ　ｊｉａ　ｊｉａｎｇ　ｚｕｏ

论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
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

杨立新＊

　　 【摘　要】《侵权责任法》如何规定侵权行为一般条款，是极为重
要的问题。我国 《侵权责任法草案》对此曾经作了不同的规定，至二次
审议稿提出了一个较为独特的文本，即第２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这个与众不同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实际上采纳的是
最新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的立法模式，但存在一些缺点。在作出改进
后，可以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侵权责任法的核心条款，起到统帅全文的
作用。

【关键词】侵权责任法　侵权行为一般条款　立法模式　比较研究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ｏｗ　ｔｏ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ｒｔｓ　ｌａｗ”ｉｓ　ａ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ｉｓ，ｏｕｒ
“ｔｏｒｔｓ　ｌａｗ　ｄｒａｆｔ”ｈａｓ　ｍａｄ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ｄｒａｆ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ｗｒｉｔｅｓ　ｉ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ｗｈｏ　ｖｉｏ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ａｒ　ｔｈ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ｏｒｔ．”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
ｉｎｇｓ，ｔｈｉ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ｒｔｓ　ｉｎ　ｆａｃｔ　ａｃｃｅｐｔ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ｒｔｓ．Ａｆｔｅ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ｉｔ　ｍａｙ　ｔａｋｅ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
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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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ｔｏｒｔｓ　ｌａｗ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ｌａｗ．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ｏｒｔｓ　ｌａｗ；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ｒｔｓ；ｌｅｇｉｓ－
ｌ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 （以下简称 “二次审议稿”）规定了
一个新的条文，即第２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个
条文规定的就是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吗？如果是侵权行为一般条款，那么
该草案第７条第１款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条文又应当作何理解呢？第２
条与第７条和第８条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以及无过错责
任原则究竟是何关系呢？这一系列问题在学界引起争论，各有不同看
法。应当怎样认识这一条文的性质，这一条文与三个归责原则是何种关
系，在第２条统帅下的 《侵权责任法草案》的逻辑结构是何种情形，都
是特别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就此提出以下看法。

一、《侵权责任法草案》对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的四种不同写法

“二次审议稿”第２条的内容，在目前是在任何一个成文法国家的
侵权法中都罕见其例的条文。之所以要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就因为它在
《侵权责任法》中的位置太重要了。如果它写的就是侵权行为一般条款，

那么如果写得不好，就会直接关系到我国 《侵权责任法》立法的成败问
题。在目前，据我所知，学者对这个条文大概有三种看法：一是怀疑
它；二是认可它；三是想推翻它。① 在确定对这个条文的立场之前，应
当首先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再决定应当采取的态度。

从２００８年４月开始讨论 《侵权责任法草案》以来，侵权行为一般
条款已经有了四种不同的写法：

１．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３日草案的写法。第２条： “因故意或者过失侵害
他人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名誉、肖像、隐私、物权、知
识产权以及其他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９月末召开的专家研
讨会上，与会专家对这个条文进行了深入讨论，认为这个写法不好，主

① 这些意见都是近日来学术会议学者提出的意见。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草案２０大
争论焦点》，《法制日报周末》２００９年１月８日第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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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题：一是侵权责任法保护客体的范围列举不全；二是没有规定 “违
法性”要件；三是没有规定 “损害”要件。在分析比较各国侵权行为一
般条款的写法之后，倾向于写出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侵权行为一般
条款。①

２．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６日草案的写法。第２条：“因故意或者过失对他
人下列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一）生命权、健康
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人格权；（二）监护权、被扶
养权等身份权；（三）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物权；（四）著作
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等知识产权；（五）其他民事权益。”这个写法
把 《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民事权利和利益都列举殆尽，意图在于通过
这个条款宣示 《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范围，让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理解
和掌握，但是有些专家对此并不赞成。

３．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４日法律委员会审议稿的写法。第２条： “实施侵
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于这次草案突然出现这样一个规定，
很多学者感到突兀，不知立法者的用意如何，是否就以这样的形式规定
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呢？从内容上说，这个条文的内容极为概括，也没有
任何错误，但能够用这样的条文作为侵权行为一般条款吗？

４．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２日 “二次审议稿”的写法。第２条：“侵害民事
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个写法与 “实施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相比较，存在的问题更多，理由是，后者表述不存在缺陷，只
是过于笼统而已；现在的这个写法好像并不是对侵权行为一般条款所要
概括内容的完整表述。

这是 《侵权责任法草案》第２条从９月到１２月期间的变化情形。
如果 《侵权责任法》就是以这个条文作侵权行为一般条款，那还必须进
行修改和完善，才能够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目前，
距离 《侵权责任法》正式通过立法程序还有一段时间，还有机会进行修
改，有理由和条件把这个条文写得更好。

① 杨立新：《侵权责任法草案应当重点研究的２０个问题》，载 《河北法学》２００９年第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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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国和地区侵权法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的比较研究

（一）我国现行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

在比较各国侵权行为法侵权行为一般条款之前，应当先对我国 《民
法通则》规定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进行分析。《民法通则》第１０６条第

２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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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条文作为侵权行为一般条款，

其特点是：第一，特别强调对财产损害的救济，将对人身的保护放在其
后；第二，对侵权法保护的范围界定为 “财产”、“人身”，既包括权利，

也包括利益，较为宽泛；第三，没有规定 “不法”或者 “违法”要件，

但理论通说认为违法性是侵权责任构成要件，① 在司法实务中也一直强
调违法性是侵权责任构成要件；② 第四，其调整范围是适用过错责任原
则的一般侵权责任，③ 属于 “小”的一般条款。尽管对侵权责任构成是
否有违法性要件有不同理解，但这个一般条款还是与 《法国民法典》第

１３８２条规定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最为相似。

（二）各国和地区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

１．法国侵权法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
法国侵权法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是成文法国家侵权法中出现的第

一个侵权行为一般条款，是大陆法系侵权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条
文。这个条文就是第１３８２条：“人的任何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因其
过错致该行为发生之人应当赔偿损害。”这个条文的结构是：“行为→损
害＋过错＝侵权行为”。这个条文所调整的范围是一般侵权行为，不包

①

②

③

从１９５８年开始，我国理论专著和教科书就认可违法性的要件，只有近年来有少数学
者反对违法性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参见中央政法干校民法教研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第３２４页；王利明等： 《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五章。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７条：“是否构成侵害名誉
权的责任，应当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
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这个规定代表了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实务的
见解。

事实上，这个条文规定的范围比过错责任原则稍宽，因为除了过错责任原则之外，
还包括过错推定原则也包含在这个条文中。



１０　　　

括准侵权行为。准侵权行为规定在第１３８４条：“任何人不仅因其行为造
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而且对应由其负责之人的行为或由其照管之物造
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该条调整的准侵权行为包括对人的替代责任和
对物的替代责任。法国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是第１３８２条，是侵权行为
一般条款的经典表述，对后世影响极大。①

２．德国侵权法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
《德国民法典》规定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是第８２３条加上第８２６条，

两个条文加到一起被认为是侵权行为一般条款，② 但在习惯上通常都只
称第８２３条为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第８２３条规定：“故意地或者有过失
地以违法的方式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
权利的人，负有向他人赔偿由此发生的损害的义务。”“违反以保护他人
为目的的法律的人，负有同样的义务。根据法律的内容，没有过错也可
能违反法律的，只有在有过错的情况下，赔偿义务才发生。”第８２６条
规定：“故意地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加损害于他人的人，负有向他人
赔偿损害的义务。”这两个条文首先列举侵害的权利，是限定侵权法保
护范围的规定，即保护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自由权、所有权以及
其他权利。其次，关于对其他利益的保护，则采取 “违反以保护他人为
目的的法律”和 “故意的以违背善良风俗的方法侵害他人”的方法进行
限定。这是 《德国民法典》关于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的规定，是典型的违
法性三段论的表述。在 《侵权责任法草案》的讨论中，最高人民法院的
法官特别赞赏德国法的这个条文，主张应该用违法性三段论的表述作为
我国 《侵权责任法》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③

３．我国台湾地区侵权法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借鉴德国民法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的写法，其第

１８４条规定是最为成功的。依我所见，这个条文写得比德国的一般条款

①

②

③

对于法国侵权法第１３８２条规定的是侵权行为一般条款，还是第１３８２条加上第１３８４
条一起是侵权行为一般条款，有不同看法。张新宝教授的意见是后者，我的看法是前者。

对此，看法没有分歧，但对其调整范围的看法则认识分歧较大，张新宝教授认为，
这两个条文加在一起构成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调整所有的侵权行为，我认为，它所调整的仅
仅是一般侵权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陈现杰法官持这种意见，在９月会议和以后召开的数次
会议上，他的发言都坚持这个意见。我们在写 《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的第１条时，采纳
的也是这种意见。参见杨立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法律
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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