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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研究（第9卷）》

内容概要

《私法研究(第9卷)》为私法研究第九卷，设有“侵权责任法实施专题”、“民事法论”、农地法制”
、“外国法评译”等栏目，编者陈小君选取各具特点的文章，反映了当下新近研究热点，作者阵容囊
括国内顶尖学者、青年才俊、学界后辈以及国外大腕等，重视推出对现实问题在研究方法上有创新性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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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本刊专稿
　非财产损害赔偿也能对法人适用吗?
侵权责任法实施专题
　评《侵权责任法》第二章
　论侵权责任法的目的与功能
 ——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1条
　物件致人损害责任研究
 ——兼论《侵权责任法》第十一章
　毒物致害侵权的特征及法律应对论略
　我国《侵权责任法》中多数人侵权责任的
　规范目的与体系之建构
　产品责任法律制度研究
 ——以《侵权责任法》第五章为分析对象
民事法论
　论宪法私法化
　——以民法漏洞补充为视角
　中国慈善基金会法人的人格困境及其突破
　德国交易基础理论的变迁与发展
　论亲属法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的地位
　论生父身份的推定和否认生父身份之诉
　——以欧洲、拉丁美洲立法为参考兼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
　保险合同责任条款法律规制论
　——以格式责任条款的规制为中心
农地?制
　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法律制度研究论纲
　农地流转与农地财产权的法律问题
　——来自全国4省8县（市、区）的调研报告
外国法译评
　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汉译本（下册）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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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六、抚慰功能与损害赔偿为建立其保守的解决思路，德国判例并未回到这样的一般政策考量
上去，比如人们必须防止，法人在社会生活中变得“过于强大”，或者潜在的被告必须对法人负担责
任，或者在与法人的关系中必须提出赔偿数额的确定问题这一难以解决的难题。相反，拒绝在法人遭
受非身体性人格权侵害时对其所受到的非财产损害进行金钱赔偿的理由，其原话是，法人是没有“灵
魂”的，并因此既不能被侵害，也不能因接受金钱感觉到抚慰。对此亦可这样理解，即赔偿的目的“
落空”，因为不能实现其目的。这当然是过去的一种观点。问题是，偏偏这一观点导致了法人的“尊
严”或“一般人格权”被完全否定。因为对这些权利，也认为其（至少潜在的）以一种自我“认知”
为前提。因此帝国法院非常一致地否定了法人的任何尊严保护。[89]但如果人们提供尊严保护，如联
邦德国的判例那样，那么便不应半途而废。此外对其理由也必须在这些方面予以阐明，即其与法人是
否完全不能遭受非财产损害（对此存在疑问，以我所看到的文献为限，在德国也无人再主张）无关，
而仅与为获得补偿，法人是否能够主张合理的金钱赔偿有关。谁因为法人缺少“灵魂”便否定其可获
得金钱赔偿，那么他必然同时也认为，法人的非财产损害以不同于“情感”伤害的方式存在。但为什
么应当将一个“情感”伤害作为（对非财产损害）适当金钱赔偿不可或缺的条件予以考虑？从法律中
——在这种情况下是指《基本法》——无法得到任何这方面的结论。联邦德国判例上的这一（在文献
中特别有待商榷咏）命题，即对非物质损害的金钱赔偿除具有补偿功能外还同时具有抚慰功能，人们
或许还乐于以这一理由进行辩护，即当受害人知道致害人（特别是故意加害人）“必须支付精神损害
赔偿金”时，必然能够更容易地忍受痛苦。但是人们不能将这一想法反过来并断言，谁没有遭受痛苦
，也便不享有请求权。因为，尽管痛苦属于非财产损害，但并非所有的非财产损害都必须基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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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私法研究(第9卷)》：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来源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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