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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高层建筑在我国已屡见不鲜，

但同时加害人不明的高空抛物侵权案件也不时见诸报端。针对此种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87 条规定需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

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但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此立法规制不仅没

有足够的理论依据，还会对侵权法的构成要件理论、归责原则体系造成巨

大的冲击；不仅违反法的基本特征，而且无法实现法的多项规范作用；甚

至还会侵害众多公民的财产权和自由权，实在可谓弊大于利。因此，笔者

建议废除本条的特殊规定，转而依靠行政、刑事手段加以预防并借助商业

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利，以期建立一套综合调整机制，

避免让侵权责任法承担其“不能承受之重”。 

 

关键词：高空抛物；侵权责任；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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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our country, high-rise buildings already common occurrence, but at the same 

time torts caused by throwing objects from high buildings are also occurred 

commonly. In order to re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article 87 of the Tor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gulates: where any object thrown out of a 

building or falling down from a building causes any harm to another person 

and it is hard to determine the specific tortfeasor, all the users of the building 

who possibly commit the tort but those who can prove that they are not the 

tortfeasor shall make indemnity. But through analysis, we can find that this 

legislation not only don't have enough theoretical basis, but also violate the 

basic theory of the tort law; not only disregard of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w, but also cannot achieve normalized usage of the law. Therefore, the 

authors proposed to abolish the special provisions and turn to use 

administrative and criminal method, the commercial insurance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o protect the victim's rights, so as to form a set of 

comprehensive adjustment mechanism, to avoid letting the tort law bear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that it can’t a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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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前言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越来越

多的人口涌向城市，使得城市原本就有限的土地上人口密度不断增加。相

应的，象征城市繁荣的高层建筑也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不仅北京、上

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处处是摩天大楼，就连许多二三线城市也处处是工地，

高层建筑越来越屡见不鲜了。但是，在高层建筑解决人们基本居住需要的

同时，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现象也不断发生，从重庆的“烟灰缸案”到深圳

的“好来居案”，从济南的“菜板案”到广州的“瓷片案”，高空抛物行为已经

被视为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神经。 

面对众多情形类似的案件，不同法院的不同判决更是引发了法学理论

界和实务界的热烈讨论。作为讨论的结果与回应，2009 年 12 月 26 日通过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将高空抛

物侵权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类型在第 87 条单独予以规定。但是，由

《侵权责任法》对此作出特殊规定是否合理、合法呢？高空抛物侵权责任

问题是否会成为《侵权责任法》“不能承受之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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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高空抛物侵权责任概论 

第一节、高空抛物侵权责任的概念及其特殊性 

一、高空抛物侵权责任的概念  

要对高空抛物侵权责任进行研究和探讨，就有必要先对其概念和内涵

进行界定。本文所分析的高空抛物侵权责任是针对：从具有区分所有权的

高层建筑内抛出的物品，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重大伤害或损失，但无法查

明具体实施高空抛物的行为人，因而无法确定真正的侵权人的情形。 

二、高空抛物侵权责任的特殊性  

以高空抛物侵权责任的概念为基础，笔者认为其具有以下特殊性： 

（一）高空抛物侵权行为发生在具有区分所有权的高层建筑中 

为了更清楚的界定本文所讨论的高空抛物侵权责任，我们可以把建筑

物简单的分为三类：非高层建筑（通常包括平房等）、具有单一所有权的

高层建筑和具有区分所有权的高层建筑。第一类建筑因其本身条件所限，

通常不会发生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情形；第二类建筑的所有权关系通常比

较简单，即使发生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情形，也容易查明具体实施抛物的

侵权人从而可以按照一般侵权的相关规定处理。抑或同样无法查明具体实

施抛物行为的侵权人，但因为可以确定这栋建筑物的所有人或使用人，所

有人或使用人因其疏于监管而被追究责任，既不违法理，也符合公众常识。

因此，只有在具有区分所有权的高层建筑中，才更容易出现无法查明具体

实施抛物行为的侵权人的情况，且任何一个所有人或者使用人都无法对整

栋建筑或周围建筑实施控制，这也是本文对此予以单独探讨的根本原因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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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空抛物侵权责任是行为责任而非物件责任 

行为责任是侵权责任的常态，是指行为人因自己的行为（这种行为既

包括主观故意或过失的积极作为，也包括因负有某种作为的职责或义务而

故意或过失的消极不作为）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情形。行为致人损

害涵盖侵权行为的绝大部分情形。而物件责任与行为责任相对应，主要是

侵权行为法发展到近代才从一般行为致人损害侵权行为中独立出来的侵

权行为类型。一般意义上，物件致人损害是指物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对其控

制下的物件因疏于管理或维护，致其物件对他人的权利造成损害。① 

笔者认为，确定某种侵权责任属于行为责任还是物件责任，关键在于

致人损害的物是否是在人力的直接作用下发生了致人损害的后果。如果人

力作用是致人损害的根本原因，那么由此引起的责任当然属于行为责任，

行为人主观故意或者过失，不予考虑；如果物件是在没有人力直接作用的

情况下致人损害，通常是由于致害物件的所有人或占有人的管理疏忽，这

种情况就属于物件责任。据此，我们可以肯定高空抛物属于行为致人损害。

因为，通常抛掷物并不属于建筑物上的悬挂物或搁置物，高空抛物致人损

害也主要是因为侵权行为人实际实施了一种人为的行为。  

（三）高空抛物侵权责任无法确定真正的侵权人 

笔者认为这是高空抛物侵权责任区别于一般抛掷物侵权责任 明显、

也 重要的特征，是高空抛物侵权责任案件之所以引发巨大争议的原因所

在。如果能够找到抛掷物品的行为人，就是一般抛掷物致人损害责任，适

用一般侵权行为规则，也就不存在对此问题进行讨论的必要了。 

第二节、高空抛物侵权责任与相关制度比较 

一、高空抛物侵权责任与共同危险行为  

共同危险行为是指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了有侵害他人合法权利

可能的危险行为，对于造成的损害结果不能判明谁是真正的加害人的情

                                                 
①陈晓军.高空抛物致人损害问题研究

[EB/OL].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Html/Article_40685.shtmlP11.2007-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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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①我国司法实践中第一次确立共同危险行为及其责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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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的规定：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不能确定

实际侵害行为人的，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

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行为造成的，不承担赔偿责

任。”2009 年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在立法层面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规

制，其第 10 条规定：“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

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

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以前，共同危险行为曾经是某些法院处理

高空抛物侵权案件的理论选择之一，由此可以看出，高空抛物侵权责任与

共同危险行为确实存在某些相似之处：  

（一）两者都涉及数个行为人或者参与人  

《侵权责任法》第 10 条规定必须是二人以上才能构成共同危险行为。

同时，《侵权责任法》第 87 条规定高空抛物侵权责任的承担人是“可能加

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按照目前高层建筑的实际居住情况以及之前各地法

院的判决情况，高空抛物侵权责任涉及的人数也通常都在十几人至数十人

不等。 

（二）两者都无法确定具体的侵权人 

共同危险行为中，虽然每个人都实施了对他人人身安全或者财产安全

构成危险的行为，但 终造成损害后果的通常只是其中一人的行为。在高

空抛物侵权责任中，虽然一定范围内的建筑物使用人都有条件实施加害行

为，可是实际情况中更是只有一人实施了抛物的行为。两者的共同之处就

在于都没有办法通过合理排除或其他方法发现具体的行为人，否则两者也

就都能够按照 基本的一般侵权行为予以处理。所以这是两者 重要的相

                                                 
①庄春梅.论共同危险行为[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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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之处，也是高空抛物侵权责任往往被混同于共同危险行为的主要原因。 

（三）两者都是受害人遭受重大损害，需要得到救济  

共同危险行为理论及制度的创立，原本就是为了避免受害人因为数人

共同危险性的行为而遭受重大伤害，却因为找不到真实加害人而无法受到

法律的保护，从而严重有违社会公平正义的情形。①同样的，高空抛物侵

权责任也具有类似的特点，受害人所受伤害轻则伤残，重则死亡，如果不

对其提供救济，似乎也有损于人道主义思想。这也是众多专家学者力主追

究“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的赔偿责任以保护受害人权益的重要原因。 

当然，除了这些相似之处以外，两者在以下方面具有明显的区别： 

（一）加害行为方面 

在共同危险行为中，每个行为人都实施了对他人人身安全或者财产安

全构成危险的行为，在客观上都有危及他人财产和侵害他人人身的可能。

“在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中，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存在，通过共同危险行

为给数人施加赔偿责任就完全丧失了正当性”，②可见行为的发生与否是适

用共同危险行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在高空抛物侵权责任中，显

而易见的，只有一个人实施了对他人人身安全或者财产安全构成危险的抛

物行为，而不是所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因此，除了真正的行为

人之外，其他人客观上都不具备危及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可能。 

（二）过错方面 

在共同危险行为中，所有行为人都具有主观的故意或者未尽注意义务

的过失。因为，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具有共同的危险，这种危险是不正当

的、不合理的，若无危险的存在则不可能发生实际的损害，所以，对于危

险行为的存在来说，行为人都具有共同的过错。③但是，在高空抛物侵权

                                                 
①陈晓军.高空抛物致人损害问题研究

[EB/OL].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Html/Article_40685.shtmlP11.2007-07-14. 
②程啸.侵权行为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03. 
③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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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中，只有真正的行为人一个人具有过错，其他住户既没有实施任何行

为也没有保障他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所以其主观上不具备任何的过

错。 

（三）因果关系方面 

在共同危险行为中，每个行为人都实施了行为，但无法辨别究竟是谁

的行为造成了受害人的损失，因此属于因果关系的推定问题。而在高空抛

物侵权责任中,一般情况下只有一个人实施了侵权行为，但这个人混杂在一

定范围(比如，整个建筑物)的人群中，不知道究竟是谁实施了侵权行为。

因此，高空抛物侵权是行为的推定，而不是因果关系的推定。① 

（四）免责条件方面 

在共同危险行为中，《侵权责任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共同危险行为人

的免责事由。但相对的，《侵权责任法》第 87 条明确规定了高空抛物侵

权责任的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可以免责。 

二、高空抛物侵权责任与物件损害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十一章为物件损害责任，除了第 87 条规定高

空抛物侵权责任之外，第 85 条至第 91 条的其他六个条文分别借鉴了之前

《民法通则》第 126 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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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条的相关规定，规制了包括建筑物、构筑物

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脱落、坠落、倒塌（第 85 条、第 86 条）、

堆放物倒塌(第 88 条)、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第

89 条）、林木折断（第 90 条）、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缮安装

地下设施（第 91 条）等物件致人损害的情形。但实际上，我们很容易发

现高空抛物侵权责任与同为第十一章的其他物件损害责任的重大区别： 

                                                 
①王成，鲁智勇.高空抛物侵权行为探究[J].法学评论，2007，（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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