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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2年国家综合防灾减灾与可持续发展论坛文集》分为国家综合防灾减灾战略研究、科技创新与灾
害综合风险管理、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建设三部分，收录了灾害管理人员、科研人员、基层减灾救灾工
作者和公司企业代表等人员的66篇文章，供防灾减灾科研人员和灾害管理等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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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公共危机应急管理和救援中的民事法律责任 民事责任是民事法律责任的简称，民
事法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违反民事法律规范，无正当理由不履行民事义务或因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所应
承担的法律责任。民事责任除具有一切法律责任任所固有的一般特征外，还有其自身独具的法律特征
：民事责任以民事义务为基础，民事责任具有国家强制性，民事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民事责任在内
容性质和原则方面具有区别于其他法律责任形式的特征，具有强制性财产性和补偿性。民事法律责任
分为一般侵权责任和特殊侵权责任。民事责任归责原则有：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无过错责
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又称为民事责任的形式，是指民事主
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具体措施。根据《民法通则55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
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 公共危机应
急管理和救援的法律法规中规定了较多的民事法律责任的条款，主要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民事侵权
责任和民事违约责任。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67条规定：“单位或者个人违反
本法规定，导致突发事件发生或者危害扩大，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政府民事责任（侵权赔偿或补偿责任）是政府行为或制度设计违反相关法律给当事人造成了伤害
而所承担的财产上的赔偿和补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由于政府在
公共危机事件中管理不当而对公民造成损害的，理应视为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公民应该得到赔偿。
强调政府在公共安全危机管理中的赔偿责任，是国家赔偿制度的立法宗旨和价值体现。政府赔偿制度
的建立，也是政府取信于民、敢于承担过错、间接树立政府良好形象的有效途径。如果不对其承担赔
偿责任，实在难以体现现代法律公平、公正的价值要求。我国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宗旨是保障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要使这样的立法宗旨真正落到实处，恐怕仅仅依靠目前国家赔偿法中有限
的赔偿范围很难具有说服力，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落实政府的赔偿责任不可忽视。对在公共危机应急管
理和救援中发生的民事违法行为，政府应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颁布民事赔偿和补偿法
或者应急管理和救援特别赔偿补偿法律，以维护公民和有关组织的合法权益。 3公共危机应急管理和
救援中的行政法律责任 行政法律责任，是指行政法律规范所设定的一种法律责任。狭义上的行政责任
，仅指行政主体因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或不履行行政法律义务而依法应承担的行政法律后果，即行政法
律责任是行政主体因行政违法或行政不当，违反其法定职责和义务而应依法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
。行政责任具有以下特征：（1）行政责任是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的责任，而不是行政相对人的责任
。（2）行政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与道义责任、政治责任或其他性质的法律责任不同。（3）行政责
任是行政违法或行政不当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关于行政责任的形式和内容，根据责任主体的不同，行
政责任可以分为行政主体的责任和行政公务人员的责任。（1）行政主体承担行政责任的方式和内容
：通报批评；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履行职务；撤销违法；纠正不当；返还利
益；恢复原状；行政赔偿。（2）行政公务人员承担行政责任的方式和内容：通报批评；赔偿损失；
行政处分。行政责任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构成。行政法律责任包括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两个方面
。一般来讲，行政责任的构成条件有以下几项：一是存在行政违法或不当；二是行政责任主体是行政
主体及行政公务人员；三是引起行政责任的行政违法或不当必须发生在行政公务行为中；四是存在承
担行政责任的法律规范的依据；五是主观上有过错。其中，行政违法和行政不当构成及客观存在是确
定行政责任的前提条件，也是确认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该不该承担责任以及承担何种责任的直接依
据。行政违法的形态有：行政失职、行政越权、行政滥用职权、认定事实错误、适法错误、程序违法
、行政侵权。行政责任的追究，是指有权机关确认行政违法的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并强制其承担行政责任的行为。追究行政责任应符合下列原则：一是责任法定原则，即行政责任应
由行政法律规范规定；责任自负原则，即行政责任应由违法行为人自己承担；二是责罚相适应原则，
即违法行为人承担行政责任的轻重程度与其行为的违法程度相适应；三是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原则。建
立行政责任的追究制度是实施行政责任的关键。追究行政责任的主体即依法确认和强制责任人承担行
政责任的国家机关。在我国，依法享有追究行政责任权的主体，主要是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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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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