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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侵权责任法》

内容概要

《商事侵权责任法》分为四个部分，篇章结构的安排比较新颖，重点突出，有些章节对国外法律中商
事侵权的法律规定及实践作了介绍，适合法学专业师生学习和研究使用。《商事侵权责任法》由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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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建民，现任上海商学院文法学院院长，律师，上海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获宝钢优秀教师奖，上海市
育才奖，上海商学院教学名师奖。主持《经济法》课程入选上海市精品课程；主持《民法》课程入选
上海市重点课程；主编《经济法》教材入选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主持《面向商
贸服务的法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项目人选上海地方本科院校“十二五”内涵建设
项目（085项目）。发表、出版《中西买卖法若干问题比较研究》、《商品流通秩序与商事法制建设》
等论著八十余篇（部）。其中，《略论商业特许连锁经营的法律调整》等十余篇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
资料全文转载；《商业行规的法律定位、特点及体系》、《行业协会功能研究》、《新中国60年商业
法制建设回顾与展望》等十余篇（部）论著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上海市法制建设
优秀研究成果”、“上海市党校系统优秀科研成果”等评选中获奖。 刘言浩，民商法学博士，现任上
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法官。兼任国家检察官学院上海分院客座教授、国家法官学院
上海分院兼职教师、上海财经犬学经济法专业硕士生导师、上海市民法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航空法
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防工业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顾问。研究领域为民商法、比较法、欧洲法、民
事诉讼法。在《法学研究》、《法学》核心期刊等发表论文、案例评论、研究报告几十篇。参与编写
的《法官培训综合教程》被最高人民法院选定为全国法院高级法官晋级培训的指定教材。撰写和参与
编著的作品主要有：《元照英美法词典》、《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民商法卷）》、《担保法典型
判例研究》、《找法与造法——法官适用法律的方法》、《法律适用精要》、《法官自由裁量权精义
》、《法律方法论》，《不当得利法的形成与展开》、《审判前沿观察》等。

Page 3



《商事侵权责任法》

书籍目录

前言 导论 第一编 商事侵权基本理论 第一章 商事侵权责任法概述 第一节 侵权行为法的历史 第二节 商
事侵权责任法的功能与保护范围 第二章 商事侵权与责任保险 第一节 责任保险概论 第二节 商事侵权与
责任保险的关系 第三节 商事侵权责任保险的险种 第四节 大规模商事侵权中责任保险的运用 第三章 商
事侵权责任竞合 第一节 法律责任竞合概述 第二节 商事侵权责任与公法上责任的竞合 第三节 商事侵权
责任与私法上责任的竞合 第二编 商事侵权责任构成 第四章 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第一节 侵权责任的归
责原则概述 第二节 过错责任原则 第三节 无过错责任 第四节 商事侵权归责原则的特殊性 第五章 商事
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第一节 商事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概述 第二节 违法行为 第三节 损害事实 第四节 因
果关系 第五节 过错 第六章 共同侵权责任 第一节 共同侵权责任 第二节 共同侵权行为概念和本质 第三
节 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 第七章 商事侵权抗辩事由 第一节 抗辩事由概述 第二节 商事侵权抗辩事由 第
八章 商事侵权责任的证明责任分配 第一节 商事侵权举证责任的适用与分配 第二节 商事侵权中的举证
责任倒置 第九章 商事侵权责任的具体形态 第一节 商事侵权责任形态概述 第二节 损害赔偿责任 第三
节 其他侵权民事责任形式 第三编 普通的商事侵权 第十章 侵害商事人格权的责任 第一节 侵害商号权
的法律责任 第二节 侵害商业形象权的法律责任 第三节 侵害商誉权的法律责任 第四节 侵害商业秘密的
法律责任 第十一章 侵害物权的责任 第一节 一般物权的保护 第二节 商事领域侵犯物权的责任 第三节 
对特殊主体的相关责任追究 第十二章 侵害债权的责任 第一节 商事领域的第三人侵害债权 第二节 在商
事领域的侵害债权规制 第三节 侵害商事领域债权的责任 第十三章 侵害知识产权的责任 第一节 知识产
权保护与侵权责任 第二节 侵害著作权的责任 第三节 侵害专利权的责任 第四节 侵害商标权的责任 第
十四章 侵害营业权的责任 第一节 侵害营业权行为责任的立法模式 第二节 侵害营业权行为的内涵和特
征 第三节 侵害营业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第四节 侵害营业权的主要形式 第四编 特殊领域的商事侵权 第
十五章 公司侵权责任 第一节 公司设立中的侵权责任 第二节 公司运作中的侵权责任 第十六章 证券（
欺诈）侵权责任 第一节 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责任 第二节 内幕交易侵权 第三节 操纵市场侵权 第十
七章 产品质量责任 第一节 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第二节 产品缺陷的证明 第三节 产品责任中的损害范
围 第四节 产品责任免责事由 第五节 大规模产品侵权 第十八章 商业欺诈侵权责任 第一节 欺诈侵权行
为的比较法观察  第二节 商业欺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及法律后果 第十九章 竞业禁止 第一节 商事活
动中的竞业禁止 第二节 竞业禁止与商业秘密的保护  第三节 劳动合同中的竞业禁止 第四节 公司法中
的竞业禁止  第五节 其他法律中竞业禁止 第二十章 消费者权益保护 第一节 消费者的概念及《消法》
的调整范围 第二节 消费者的权利保护 第三节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第四节 消费者权益保护与惩罚性
赔偿 常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名称缩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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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我国对于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的理解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我国学者对于共同侵权行
为本质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四种主张。 （1）意思联络说。有学者认为，意思联络是共同侵权行为的必
要条件，要使主体各自的行为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共同行为，就必须要有他们的愿望和动机，即共同
的意思联络，或日共同同谋，或日共同故意。这种主张认为意思联络作为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十
分必要。首先，它有助于减轻加害人对因果联系的举证责任；其次，能够正确区分连带责任和不真正
连带责任；再次，有助于正确界定共同侵权行为，共同危险行为以及并发的侵权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
。 （2）共同过错说。有的学者认为，只要几个行为人之间在主观上有共同致害的意思联络，或者有
共同过失，即具有共同过错，就应当作为共同侵权行为处理。此种学说认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行为
人主观上必须有共同的过错，包括共同故意和共同过失，即共同侵权行为的本质在于共同的过错。此
种主张认为，意思联络说将导致共同侵权行为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不利于对被害人的保护；也很难
解释一切新型的侵权行为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3）关联共同说。有学者认为，共同侵权行为的
构成不应当以共同的意思联络为必要条件，只要数人在客观上有共同的侵权行为，就应当承担共同侵
权的民事责任。此种学说认为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关键在于共同的加害行为。如果数个行为相互结合
共同造成了某一损害后果，就可以认定为共同侵权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这一观点有所接
受，规定了数个行为直接结合的共同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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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事侵权责任法》对商事侵权的历史与功能、归责原则、构成要件、证明责任分配、责任形态、救
济程序等内容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侵害商事人格权的责任，侵害物权的责任，侵害商事债权的
责任，侵害知识产权的责任，侵害公司股权的责任，侵害营业权的责任，产品质量责任，商业欺诈责
任，违反竞业禁止的责任等诸多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以提出相应的法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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