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略学科导航（www.firstlight.cn） 
 

论共同侵权行为与承担民事责任 

作者：武汉大学法学院 朱晓明    

 

 

  [摘要] 共同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承担可分为外部责任和内部责任，外部责

任即连带责任。连带责任承担以后就涉及到内部责任的分担和求偿问题，应针对

不同的情况综合考虑，合理确定其承担民事责任赔偿的份额。  

  [关键词] 共同侵权； 连带责任；民事责任  

 

  共同侵权行为可细化为共同加害行为、共同危险行为、教唆和帮助行为等三

种，我国现行法律对共同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承担的规定以连带责任为主，在

一些特殊情况下可适用其他责任方法。《 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和《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都有相关规定。侵权行为法中，责任是与

侵权行为相对应的，不同的侵权行为意味着要有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因此，在

共同侵权行为中，共同侵权行为形态多样化也决定了责任的承担不可能是一样

的，若使用“一刀切”的责任承担方式，结果肯定会出现不公平的情况。  

  一、一般意义上的共同侵权行为及民事责任承担  

  普通的侵权行为民事责任中，只需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即可，而共

同侵权行为中由于行为人为数人，故存在一般侵权行为责任承担所没有的情况，

即共同侵权行为人之间的责任分担问题。共同侵权行为中的各行为人对外需承担

对全部损害的连带责任，然而个别行为人可能仅仅实施了其中一小部分行为，或

者其行为没有直接造成损害的发生，若要其承担全部必然会替代其他人的部分侵

权行为责任，若不允许其在承担责任后向其他行为人要求分担，对于该行为人未

免过于苛刻，同时又可能使那些主要的行为人逃过制裁。因此在我们着重保护受

害人权利的同时，也应对侵权人的正当权利予以保护。  

  1、共同侵权行为的外部责任  

  共同侵权行为的外部责任即共同侵权行为人对受害人应承担的对全部损害

的连带责任。即受害人可以向任意一个共同侵权行为人提出全部的赔偿请求，或

者当从某一侵权行为人处只能得到部分赔偿时，受害人可以向其他一个或几个侵

权行为人要求继续承担赔偿责任，直到全部损害都得到赔偿。当然受害人只能得

到与其损害相对应的赔偿，不可以超过其全部损害额。  

  共同侵权行为人对外承担连带责任的理论基础在于，传统理解上的共同侵权

行为者间皆有意思上的联络，其所产生的影响及造成的损害都要比一般的侵权行

为严重，因此要对其行为人惩以比一般责任较苛刻的责任。一方面为防止因侵权

行为人为数人而出现彼此推诿责任，从而使受害人难以及时获得赔偿；另一方面

也希望通过这样的规定起到阻止类似事情的发生，即起到预防类似侵权行为再发

生的作用。随着不断的发展，无论是学者还是立法者都更加关注这两个作用，对

共同危险行为的责任承担方式也规定为行为人需对全部损害承担连带责任。  

  共同危险行为中，损害的后果是由一个或者几个侵权行为人造成的，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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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人，只是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个或哪些人，那么此时数个侵权行为人都是造成

损害的可能性之一，不是甲就是乙，那么，他们之间的原因力基本上可以说是相

等的，若有一人能证明自己的原因力与他人不同，造成的损害就会出现另一种状

态，那么其可以通过证明而免责。所以在共同危险行为中，各个行为人同样需对

外承担对全部损害的连带责任。教唆、帮助者也同样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即使是

当教唆、帮助的对象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法律规定的主要责任也应当是指

其在内部分割时考虑的情况，在面对受害人的赔偿请求时，仍然是连带责任。当

教唆者或帮助者没有能力赔偿时，有能力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仍然需要继续赔

偿，直至全部赔偿得以实现，而不考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赔偿是否超过了其

所应承担的部分。当然，若在无意思联络的情况下，若造成的损害是可分割的，

那么各个行为人只需对因自己行为造成的损害分别承担责任即可。  

  2、共同侵权行为的内部责任  

  共同侵权行为的内部责任是指在对受害人进行了全部的赔偿之后，在行为人

之间的责任分担，对受害人进行了赔偿的行为人可以要求其他行为人分担与他们

行为相应的部分责任。由于不同的共同侵权行为种类还存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侵

权行为人内部之间的关系也有所不同，分担责任的方式也会因此而不同。因而对

于如何在共同侵权行为人内部进行责任分担，需根据共同侵权行为不同的种类而

进行不同的具体论述。 

二、各种共同侵权行为情况下的责任承担  
  如上所述，因为共同侵权行为情况各异，各行为人在其中作用不同，需因此承担的责任

也是不同的。  
  1、共同加害行为内部责任的分担  
  虽然在此我们将共同加害行为作为一类，但由于其包含的内容相对较多，所以其内部责

任承担又要根据其所存在的不同种类需再做具体的分类。当然在不同的共同加害行为中，主

要还是将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造成损害的可能性大小等作为责任承担的标准。分为以下

几种情况。  
  （1） 行为人有故意加害之意的情况。侵权法认为有故意加害之人在对受害人进行了赔

偿之后不可以向其他侵权行为人要求分担，即其在赔偿后要求分担的要求是得不到法律支持

的。原因在于：首先，行为人有故意加害之意，他必然是了解所可能发生的损害结果，并且

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那么当损害结果发生后，若我们仅因为他是和其他行为人共同

实施的侵权行为，就允许其仅承担部分的责任，则对该行为人未免过于宽容；其次，通过分

担，不仅可以减小该侵权行为人的责任，甚至可能会使其感觉到数人共同侵权要比个人侵权

需付出的代价小，从而助长了共同侵权行为发生的可能，显然违反了我们预防损害的目的。  
  （2）侵权行为人的内部追偿。无论行为人有无意思联络，只要其承担的是连带责任，

那么势必会替代其他的行为人承担部分责任，法律允许侵权行为人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后对其

他行为人要求分担超过其自身过错的那部分责任。分担的方法理论界主要有两种：第一，按

过错的比例或原因力的大小承担责任；第二，在无法区分过错的比例或原因力大小的情况下，

可以在共同侵权行为人中平均分担对受害人的责任。在大部分的共同侵权行为案件中，是可

以通过侵权行为人的教育水平、年龄、行为的方式、时间、地点及产生的后果等因素，来判

断各个行为人的行为在整个侵权行为中所占比例的大小，也即其对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大小，

然后根据其比例来使其分担因其行为而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尽管这种方法可能会有些复杂，

但仍然是可行并实用的。当无法确定行为人行为所占之比例或无法确定其原因力大小时，应

当平均分担侵权责任。即，若各行为人可以证明各自所应承担的责任份额，那么就按照此份

额分担责任；若无法证明各自的份额时，就平均分担对损害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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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放弃权利或协定不发生诉讼。英美侵权行为法中规定了债务免除和免诉协议，前

者指受害人可以免除一个或数个侵权行为人的部分或全部的责任；后者是指以签订契约的方

式约定受害人日后不得提出诉讼，但是仍然保有诉权，即诉权仍然有效，只是在双方的协议

中经双方同意而不行使。免诉协议的内容是由受害人与共同侵权行为人中的一个或几个人达

成协议，由侵权行为人先对受害人进行一定数额的赔偿，而受害人则同意不再对其起诉要求

赔偿。这种免诉协议仅仅影响的是受害人与此一个或几个的侵权行为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它

并不会影响到受害人在诉讼法上的原有的权利。即若受害人在事后仍然起诉协议中承诺不起

诉之侵权行为人，受害人仍然拥有诉讼法上起诉的完整权利，只是他要面对因此而违约需承

担的责任。  
   2、共同危险行为内部责任的分担  
  共同危险行为较共同加害行为相对简单一些，因为其中没有那么多的个案情况，仅是损

害由一个或部分侵权行为人造成的，而在无法确定该侵权行为人为哪个或哪些时的情况。但

我们仍然需要对其分以下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1） 内部责任的平均分担。由于在大部分的共同危险行为中，每个行为人造成损害的

可能性都是均等的，不存在谁的可能性大于谁，因而，在承担了连带责任后，共同危险行为

人彼此承担着均分此损害的内部责任。大部分的共同危险行为都类似于此案，因而平均分担

对损害的责任是共同危险行为人内部责任分担的主要方法。  
  （2） 内部责任的按份分担。在造成损害可能性均等情况外也存在着可以区分责任大小

的情况。如 甲、乙、丙三家均养了同样的牛，其中甲有三头，乙有两头，丙有一头。某日，

三家同时将牛放出觅食，有一头牛顶伤了行人 X，而且 X 无任何过错，但无法证明究竟是

哪头牛所为，所有的牛都有为的可能。此时就可以根据甲、乙、丙三家所养的牛的数量来判

断各自的原因力大小，从而使其能够按照各自的比例承担对损害的赔偿责任。这种判断方法

也有可能会产生实质的不公正，但从形式上看，有的侵权行为人的造成损害的机会确实大于

其他侵权行为人，综合来看，这种方法是利大于弊的。  
  3、教唆、帮助行为内部责任的分担 
教唆、帮助的共同侵权行为人内部责任的分担相对前两种更为简单明了。根据教唆、帮助的

对象不同，需分两种情况。一是当教唆、帮助的对象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应依据教唆

或帮助在整个侵权行为中的原因力大小判断其所占的比例，进行内部的分担；一是当教唆、

帮助的对象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不论教唆、帮助人有何种理由，都由其对损害承担主

要的责任；当教唆、帮助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其承担责任的方式应相同于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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