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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责任

一、概述

（一）民事责任的概念

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而依法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包括违约责任和侵

权责任。

（二）民事责任的特征

1.以违反民事义务为前提；

2.主要是财产责任；

3.民事责任以恢复被侵害的民事权利为目的；

4.民事责任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

（三）一般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1.存在违法行为：只有实施了违法行为才承担民事责任。

2.损害事实：民事违法行为只有造成损害事实，行为人才承担责任。

3.因果联系：只有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才承担民事责任。

4.主观过错：只有存在实施违法行为当时主观上存在过错的违法行为人对损害后果承担

民事责任。

（四）民事责任承担方式

《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九条 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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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理、重作、更换；

（七）继续履行；（八）赔偿损失；（九）支付违约金；

（十）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十一）赔礼道歉。

本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五）免责

免责事由：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等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第一百八十一条 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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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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责任。

（六）其他规定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二条 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

责任。

危险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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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第一百八十三条 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

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

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第一百八十四条 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八十五条 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第一百八十六条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对方人身权益、财产权益的，受损害

方有权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

第一百八十七条 民事主体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承

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承担民事责任；民事主体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优先用于承

担民事责任。

重点内容：侵权责任

二、侵权责任

（一）侵权责任概念

侵权责任是指民事主体因实施侵权行为而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

（二）侵权责任承担方式

《侵权责任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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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aike.baidu.com/view/1855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832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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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侵权责任归责原则

1.过错责任

（1）指任何人因自身的过错(故意或过失)而侵害他人权益时，应就所造成的损

害承担侵权责任。换言之，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无过错，则无责任。

（2）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

①加害人实施了违法加害行为(作为或不作为);

②受害人遭受了可救济的损害;

③加害行为与损害间有因果关系;

④加害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故意或过失)。

（3）包括一般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 6 条第 2 款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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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情形

《侵权责任法》第 85 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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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无过错责任

（1）是指行为人只要给他人造成损失，不问其主观上是否有过错而都应承担的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七条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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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情形

①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监护人承担无过错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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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致人损害的，用人单位承担无过错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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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提供个人劳务一方因劳务致人损害的，接受劳务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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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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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无过错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 78－80 条，饲养的动物、遗弃、逃逸的动物、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

危险动物。

⑤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机动车一方承担无过错责

任

⑥因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污染者承担无过错责任

⑦高度危险责任中，从事高度危险作业者，高度危险物品的经营者、占有人承担无过错

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 69－77 条，民用核设施、民用航空器、高度危险物、从事高空、高

压、地下挖掘活动或者使用高速轨道运输工具。

⑧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承担无过错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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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权责任法》第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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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平责任

是指双方当事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都没有过错，但如果受害人的损失得不到补偿又显失

公平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和公平的观念，要求当事人分担损害后果。

《侵权责任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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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免责事由

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指减轻或者免除加害人侵权责任的理由。免责事由分为正当理由

和外来原因。

①正当理由包括自助行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依法执行职务、受害人同意。

②外来原因包括不可抗力、意外事件、受害人过错、第三人过错。

《侵权责任法》总则部分规定的一般免责事由包括:①受害人有过失(第 26 条);②受害

人故意(第 27 条);③第三人原因(第 28 条);④不可抗力(第 29 条);⑤正当防卫(第 30 条);

⑥紧急避险(第 3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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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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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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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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九条 因不可抗力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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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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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况下，即由于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

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合同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

担侵权责任。合同法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出发，给了受损害方在有双重请求权时以选择

权，可以选择最有利于保护自己权益的方式，要求违约方、侵害方承担责任。

三、违约责任

（一）违约责任的概念

违反责任又称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是指合同的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

不符合约定条件时，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违约责任的相对性

违约责任只能在特定的具有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发生。

（三）违约责任承担方式

1.《合同法》规定的违约责任方式包括以下 5 种:

（1）继续履行

（2）采取补救措施

合同法第 111 条规定为：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4 条规定为：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

款和服务费用、赔偿损失；

产品质量法第 40 条规定为：修理、更换、退货。

（3）支付违约金

（4）适用定金罚则

合同当事人约定的，为确保合同的履行，由一方当事人预先支付给另一方的一定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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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接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的，应当双

倍返还定金。定金不能超过价款总额的 20%。

（5）赔偿损失。

更多资讯，扫码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