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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单纯从事物发展的逻辑来看，是先有行为，才有损害，或者说，因果关系在行为之后，损
害之前。但在诉讼中则要反其道而行之，法官当从损害出发展开由果溯因、先梳理因果关系再确定致
害行为的过程。这是因为，不从损害出发由果溯因，就不能确定是否存在被告的侵害行为，也无法确
定到底有多少致害行为，甚至无法确定原告或第三人是否存在致害行为。也就是说，先审查因果关系
，不仅因为因果关系联结损害与侵权行为，而且也是为了全面厘清侵害行为、公平分配责任。因果关
系的审查与行为要件的确立在实际上无法分割。在由果溯因的审查因果要件的过程中，被告是否实施
了致害行为也同时得以确定。也就是说，当法官确定了因果关系的有无时，实际上也就确定了被告是
否有致害行为。因此，因果关系要件和行为要件的审查可以说是一体两面，难以分割。 （3）违法性
要件审查与作为免责事由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 在确定被告存在侵害行为后，行政赔偿诉讼进
入第三审判步骤，即对侵害行为的违法性审查阶段或作为免责事由的具体行政行为有效性审查阶段。 
对侵害行为违法性审查阶段又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案件场景中原、被告间权利一义务关系审查，而
后是被告行为的违法性审查。之所以要先确定具体场景中原、被告是否存在权利义务关系，是因为在
被告对原告没有职务注意义务时，即便被告行为对原告造成了损害，被告也无所谓违法。此时若要展
开对被告行为的违法性审查，就毫无意义了。在确定被告对原告存在具体场景中的权利一义务关系后
，法官才能根据具体情境来确定被告行为是否违法。这两个步骤实际上对应着本书所阐释的侵权职务
行为违法性的两个判断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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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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