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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
,

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
,

我国经济生活中民事责任的观念相当薄弱
。

在审判实

践中有时甚至出现
“
打了不铸分 等取淆民事责任的错误作法

。

这种状况与对民事责任的特征

和意义缺乏正确的认识不无关系
。

什么是民事责任? 它有什么特点 ? 它和其他法律责任的区

别何在? 民事责任的基础是什么 ? 民事责任的形式是怎样的? 这些向翅在天学汰学教材中也

映乏集中系统的论述
。

为了加强法制
,

改进民法教学
,

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
,

深人研究和进一步完善民事责任法律新度是非常重要的
。

民事资任秘度是随法律的产生而产生
、

涟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

按照奴隶制社会的法律
,

便犯奴隶主封产权的后果极其严重
。

不仅民法
、

刑法不分的汉移拉比法典是如此
,

有公法
、

私法之分的罗马法也是如此
。

按照罗马私法
,

债权人有权将不履行债务钓债务人分尸处死 (见

《
十二铜表法

》 )
。

资本主义的民事法律
,

比较清楚地确定 了民事责任的界限
,

但无论英国普

通法和欧洲大陆民法都曾长期保留有解裁人身的方法
。

在我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法律中
,

民
、

刑不分
,

一 直用刑 罚来解决后世称作
“
茂事

” 的向题
。

例如勒令
“ 居作 ” (劳役 )

、

答

等等都是处理债务的方法
,

民事制裁与刑事惩罚是结合在一起的
。

在社会主义社会
,

·

民事责任是一种新型的制度
,

法律严格禁止对民事问题运 用 刑 罚 处

分
。

我国现行民事责任制度是民事法律规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其目的在于保证民事权利

的行便和民事义务的履行厂该复被破坏的权利
,

继护社会主义法律袂序
。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

规定和审判实践的经验
,

民事责任具有如下的特征
:

第一
,

民事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
,

是违反民事法律的后果
,

不是 `职责
”
意义上的责任

。

“
费任

”
一词

,

在法律
、

法学上有两种意义
:

一是指
“
职责

” ,

如
“工作责任制

”
中的

“
责任

” ; 一是指违反法律的后果
。

刑事责任是触犯刑律的结果
,

民事责任是违反民法的后

果
。

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

》
中批判了

(
纲领

,
忽略工厂立法 中关于卫生设施和安全措施

等等
,

这段文章中指出
: “ 只有当这些规定遭到破坏时

,

责任法才发生效力
。 ” ① 这里所体

现的有关法律责任的一般原理也适用于民事责任
。

如果不违反民 法 规 范
,

便 谈 不 到 民 事

责任
。

“ 民事责任
” 不同于国家机关所实行的

“
工作嗽任制

”
中的责任

,

也不同于社会主义企

业所实行的
“ 经济责任制

”
中的责任

,

更不同予人民公社各级组织
“ 生产责任制

”
中的责任

和其他各种形式的
“ 经营承包责任制

”
中的责任

。

在上述这些场合
,

所谓责任
,

表示要严格

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
,

努力为人民服务
,

对人民负责
,

即对国家
、

上级
、

本单位的成员和本

单位所服务的对象负责
。

其责任内容包括法律
、

规章对工作
、

生产或经营管理等 的 各 项 要

求
。

当然
,

这些场合 也包括违反各项法律规范
、

规章制度的责任
。

但是一般说
,

这些场合的

责任不是指违反法律的责任
。

而民事责任只是在违反民事法律时才产生的
。

①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三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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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责任制和民事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

经济责任制是指企业在实行经营管理时
,

各

部门
、

各个职工在各个方而
、

各个环节上的责任制度
。

这首先是对国家的义务
。

只有在根据

法律或规章制度
,

追究经济责任时
,

才可能涉及到民事责任
。

如企业不履行经济合同时所承

担的经济责任
,

就是民事上的财产责任
。

所以
,

加强经济责任 制
,

必然同时要求严格执行民

事责任制度 , 民事责任制度又必然会促进巩固经济责任制
。

不履行经济合同而又不追究其民

事责任
,

是违反经济责任制的
。

只注意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
,

不注意企业对外的经济责任
,

就不能说全面地实行了经济责任制
。

另一方面
,

许多经济责任并不是民事责任
。

例如违反财经纪律
,

由上级追究经济责任
。

这里
,

违反的是财政法
、

行政法规范
,

而不是民法规范
,

所以不属于民事责任
。

民事责任不

限于财产责任
,

还包括非财产责任
。

而且民事上的财产责任
,

也不同于经济责任制中的经济

责任
。

民事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一种形式
,

它不同于道德责任
。

可是它有重要的道德教育作用
,

从这个意义说
,

它同时也是一种道德责任
。

民事责任包含着对担负责任者的法律评价和道德评价
,

就是说
,

是对他没有尽到义务的

一种社会谴责
。

谴责的程度因行为性质
、

责任形式的不同而不同
。

例如
, 《经济合同法

》
第

十六条规定
: “

违反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合同
,

如果双方都是故意的
,

应追缴双

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财产
,

收归国库所有
。

如果只有一方是故意的
,

故意的一方应将

从对方取得的财产返回对方
,
非故意的一方已经从对方取得或约定取得的财产

,

应收归国库

所有
。 ”

这里对故意一方和非故意一方的处理不一样
,

对二者的谴责程度也有明显差别
。

无

过错的责任 (如高度危险来源占有人的责任 )
,

也是对行为人的一种谴责
,

这意味着法律对

他履行尊重他人权益的义务有更高的要求
,

而他却没有达到这种要求
。

显然
,

无过错的责任

也是违反民事法律的结果
,

不过对过错的致害行为的谴责要重于对无过错致害行为的谴责
。

可见无论责任是否以过错为条件
,

谴责都是存在的
。

也许有人会问
:
善意占有人在将物返还

给原主时
,

他的这种责任是否也包含对他的谴责呢 ? 他的 占有既是善意的
,

当然不应受到谴

责
,

但这只是一个例外
。

不能因为这种例外就否定民事责任有社会谴责的含义
。

民事责任是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
,

它不排斥其他法律责任
,

也不能为其他法 律责 任 所

代替
。

违法人的行为有时不仅违反了民事法规
,

而且触犯了其他法律 (特别是刑律 )
,

在这种

场合就不单单是民事责任问题
。

那种认为
“ 打了不罚

,

罚了不打 ” 的看法是错误的
。 “

打
”

是指刑事责任
, “ 罚 ” 是指民事责任

。

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
,

在违法行为人既违反民事法规
,

又违反刑事法规或其他法规时
,

应对其选择追究一种责任
。

如某人民法院审理刘某诉吕某侵

犯人身权利要求赔偿一案
,

在判决书中写道
: “ 法院认为 “

一被告持刀将原 告 砍 伤
,

浸犯

原告人身权利
,

错误严重
。

鉴于被告当时系在校学生
,

尚无经济收人
,

市公安局 x x 分局给

其强劳两年之处理是妥当的
。

现被告强劳已执行完毕
,

再追究刑罚和经济赔偿均为不妥
。 ”

(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 这里
,

就是用其他责任代替了民事责任
。

另一种倾向是
,

违法行为已

构成犯罪
,

如致人残废
,

只是给予赔偿 了事
,

又是用民事责任代替刑事责任
。

这些作法都不

利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
。

第二
,

民事责任的基础是民事义务
,

除由法律直接规定外
,
还可由当事人自行约定

。

民

事责任是不履行民事义务的结果
。



凡不履行民事义务的行为必然是侵犯民事权利的行为
。

例如
,

致人损害
,

是侵犯公民或

法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行为
,

违反了尊重他人权益的义务
。

不履行合同
,

是侵犯对方

债权的行为
,

违反了合同的义务
。

没有他方权利这个前提
,

没有本人义务作为根据
,

是谈不

到民事责任的
。

所以民事义务是担负民事责任的基础
。

双方的权利义务或 由法律直接规定
,

或由他们在法律规定或许可的范围内自行约定
。

相

应地
,

民事责任也是如此
。

例如经济合伺当事人一方违反经济合同时
,

应向对方支付的违约

金
,

可以由双方当事人约定
,

也可以由法律直接规定 ; 或是固定金额
,

或按标的物价值额百分比

计算
。

一些法规文件中把违约金叫作罚金或罚款
。

如 1 9 8 0年
《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工商

、

农商经济合同基本条款的试行规定
》
第十五条规定

,

供方
“ 因不能交货需要终止合同的

,

应

偿付需方以不能交货总值百分之十到三十的罚金
。

如属农副产 品
,

因延期而需方不再需要的
,

由供方自行处理
,

并偿付需方以这些货款总值百分之五到二十的罚金
” ; 需方 “

中途退货
,

如属工业产品
,

应根据实际情况偿付供方以退货部分货款总值百分之十到三十的罚金
, 如属

农副产品
,

应偿付供方以退货总值百分之十到五十的罚金
” 。

这里的罚金即违约金
。

民事责任不同于其他的法律责任
。

任何其他的法律责任 (如行政责任 )
,

都不能由当事

者自行约定
。

当然
,

当事人在约定民事义务
、

民事责任时
,

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

不应把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基础— 民事义务混为一谈
。

因为一
,

民事责任是在不履

行民事义务时才产生的
,

如交付违约金
、

赔偿损失
,

而民事义务在屐行和不履行时都是存在

的
。

自觉地履行义务
,

当然不发生责任向题
。

二
,

在许多场合
,

担负民事责任
,

并不免除民

事义务
,

如迟延交货时
,

文付罚金
,

并不免除交货的义务
。

三
,

民事责任的内容可能只是要

求履行原来的义务
,

如强制履行合同
。

这里似乎不存在民事责任
,

但实际上
,

义务被强制屐

行
,

已经具有与原来不同的性质
,

也应该看作是一种民事责任
。

这里
,

民事责任应是以原有

义务为基础而又不同于原有义务的一种法律状态
。

四
,

民事责任是国家或社会对行为人的一

种趁贵
,

民事义务却不能这么说
。

义务是依法或按约定承担的
, 自觉履行义务是光荣的

,

应

予鼓励
。

当然
,

在有些场合
,

人们是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理解民事责任和民事义务的
,

例如致人损

害
,

赔偿损失既是一种民事责任
,

也可以说是一种民事义务
。

但即使在这里
,

民事义务也不

等于民事责任
。

当诉讼时效期满时
,

义务与责任二者的区别便一目了然
:

作为责任已经消失
,

因为法院已不再强制执行
,

但致害人 自愿进行赔偿
,

赔偿之后便不能要求返还
,

因为他本来

有赔偿的义务
。

确切地说
,

在致人损害的场合
,

义务是俄法尊重他人权利
,

责任才是赔偿损

失等形式
。

第三
,

民事责任
,

具有强制的可能性或强制性
,

就法院或仲裁机关执行来说
,

是一种强

制措施
,

一种制裁
,

但一般不具有惩罚性质
。

民事责任存在与否
,

是不依享有权利人是否向法院起诉为条件的
。

负有义务的人只要有

违反民法的行为
,

不论他方是否起诉
,

都必须承担民攀责任
。

当负有义务的人不能合动艘行

义务时
,

享有权利的人可以请求法院强制其履行义务
、

承担责任
。

当事人如果自动承担民事

责任
,

这里就只存在强制的可能性
。

人民法院或伸裁机关依法强制负有义务的人承担民事责

任
,

就是民事制裁
。

民事制裁只能由人民法院或仲裁机关来行使
,

它是对民事违法行为的一

种处置
。

权利平等的当事人之间谈不到谁确翻谁的问题
。

所以
,

民事 责任 并 不 等 于 民事

制裁
。



在社会主义社会
,

人民群众相互之间没有根本利害冲突
,

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多数都是

自愿履行的
,

不需要经过人民法院的判决强制
。

即便经过人民法院
,

对侵权人仍是首先进行

说服教育
,

制裁的 目的主要是恢复被破坏的权利
,

所以民事制裁一般不具有惩罚性质
。

不能把罚款与惩罚混而为一
。

罚款这种民事责任形式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性质
。

1 9 7 9年

国家建委在
《
关于基本建设推行合同制的意见

》
中规定

: “ 凡由于违反合同规定或责任事故

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

应由责任的一方赔偿损失
,

或对责任的一方处以罚款
。 ” 这里

,

罚款具

有补偿损失的性质
。

在极少数场合
,

当不法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的
,

罚款才具有惩罚性质
。

第四
,

民事责任一般是以财产责任为特征
,

但其责任形式不限于赔偿损失
。

民事责任主要是一种财产责任
。

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不受侵犯
,

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

这是我国各个部门法的共同任务
,

但是各个部门法的保护方法不同
。

民事法律关系大都是以

一定的财产权益为内容
,

民事权利和义务直接或间接地同一定的经济利益相联结
。

违反民事

义务就会直接或间接地给他人造成财产损失
。

因此
,

法律就要求违法行为人以 自己的财产来

补偿受害人的损失
,

这正是民事责任中财产责任的特点
。

应强调指出
,

赔偿损失
,

必须要由违法行为人 自己承担因其行为造成的不利的财产后果
,

不能把损失转嫁给国家
、

集体或第三人
。

例如
, 《经济合同法

》 规定
, “ 违约金

、

赔偿金
,

企

业应从企业基金
、

利润留成或盈亏包干分成中开支
,

不得计人成本
” (第三十六条 )

。

如果

计入成本
,

就会损害国家的价格政策和消费者的利益
。

损害赔偿的金额更不应向国家或集体

报销
。

实践中有的用加害方的公费医疗费报销受害一方的医药费等
,

或由受害方单位报销
,

这种作法是不妥的
,

既不利于国家
、

集体
,

也不利于教育本人
。

赔偿损失所指的损失
,

不仅

指现有财产的损失
,

而且包括可能获得的利益损失
。

在非合同责任中
,

应包括受害人因违法

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的花费 (如医疗费
、

交通费
、

财产修理费等 ) 和财产收益的减少 (如工资
、

工分等 ) ; 在合同责任中
,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

应包括权利人付出的费用 ( 因违约方过错造

成的财产灭失和毁损等 ) 和因义务人不履行合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而未能取得的收入
。

在民事法律关系中
,

违反义务的人并不一定都对他人造成财产损失
。

例如
,

在损害人身

权利而没有引起财产损失的场合
,

为恢复被破坏的权利
,

违法行为人照样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

只有这样
,

’

才能更有效地保护公民或法人的合法权益
。

但这里的责任形式不限于财产责任
。

民事责任中有一些是非财产责任
,

如赔礼道歉
。

1 9 7 5年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
《关于

损害赔偿纠纷问题的处理意见
》
中就指出

:

对违反法律
、

危害人身和社会治安秩序的人要
“

进

行严肃的批评教育
,

责令当众检查
、

赔礼道歉
、

保证不再重犯
” 。

法院责令不法行为人具结

悔过或向受害人赔礼道歉
,

都是追究其民事责任的形式
。

又如恢复名誉
、

消除影响
。

宪法第

三十八条规定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
” 。

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是民法

的一项重要任务
。

责令违法行为人恢复受害人的名誉
、

消除造成的影响也是保护民事权禾蜘
有效方法

。

某人的名誉在什么范围内 (如一个企业
、

一个地区 ) 受到损害
,

就应在什么范围

内恢复
。

这些民事责任形式
,

对教育不法行为人
、

增强人民内部 团结
、

建设精神文明有着重

要作用
,

不应忽视对这些责任形式的适用
。

另一方面
,

财产责任也可能是赔偿损失以外的其

他形式
,

如返还非法侵 占的他人之物
。

所以
,

认为民事责任只是财产责任
,

或认为财产责任

只是赔偿损失的责任
,

这些看法都是不对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