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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安全保护推向新高度

1月4日上午，“民法典实施第一案”在广

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诞生，这也是《民

法典》实施后广州首例高空抛物侵权纠纷案，

当庭判决被告方赔偿原告9万余元。

此前高空抛物侵权人如何确定、由谁确定

一直是高空抛物侵权损害纠纷的重点难点。为此，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规定：从建筑物中

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

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

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

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可能加

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

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

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的，应当依法

承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发生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

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高同

武律师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已失

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

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

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

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

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根据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由被侵权人承担举证责任，而

普通民众受限于取证渠道缺失，只能尽可能多

诉责任人，被诉居民则需要证明自己不是侵权

人，无端增加双方诉累。为此，最高法曾出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而《民法典》吸收了侵权责任法和《意见》

的精神，将对高空安全的保护推向了全新的

高度。“《民法典》新规对此类案件的审理执行

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高同武说，“《民法

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发生本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

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将公安侦查的技术

职能运用在民事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极大

地节约了司法资源，避免司法资源浪费。”

为判决提供规则依据

“《民法典》通过健全民事法律制度，实现

了对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全面保护。除了在

侵权责任编积极回应了高空抛物等社会热

点，还在物权编增加规定居住权、合同编加大

对债权的保护力度等。”高同武说。

就在1月4日当天，还有多地多个适用《民

法典》的案件宣判，例如《民法典》施行后北京

首案、上海撤销婚姻案、上海金融法院首次适

用《民法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全国首例

适用《民法典》污染环境惩罚性赔偿条款的案

件等，都在同日宣判。而《民法典》的规定，为

这些案件的判决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北京朝阳区法院开庭审理的一起侵害健

康权案显示，2020年4月28日，74岁的原告与

被告约好在公园进行羽毛球比赛，被告打出

去的一球击中原告右眼，造成眼球受伤。原告

以被告侵害其健康权为由，要求被告赔偿经

济损失。法院当庭判决，认为羽毛球属于具有

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原告参与的行为属于

自己甘冒风险，被告在打羽毛球过程中没有

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驳回原告所有诉求。

“自甘风险”是《民法典》首次引入的原

则，被认为填补了法律空白。《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七十六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

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

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

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的除外。而根据原已失效的《侵权

责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

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由双方分担损失。

“正因有了《民法典》关于‘自甘风险’制度

的规定，本案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

没有过错的前提下，不再‘由双方分担损失’，

充分保障了公民的个人权利。”高同武分析。

配套法律等需尽快出台

“《民法典》使得民事领域的规则更为合理，

更为清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石佳友在

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以上案例来

看，有些案例，如果没有《民法典》，法官还能依

据此前的单行法或者民法学说理论作出裁判，

但有些如果在《民法典》生效之前审判，肯定会

有不同的结果，因为规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据悉，《民法典》正式施行后，现行婚姻

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

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均同时废

止。除了上述宣判的案件外，《民法典》还将对

人们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产生重要的影响。

例如针对助人救人的后顾之忧，《民法典》还

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

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因保护他人

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

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民法典》的实施将强化法律的统一适用，

实现裁判尺度的统一，以法典化方式巩固、确认

和发展民事法治建设成果，适应了人民群众的

法治新要求。同时，《民法典》通过合理的架构为

民事活动提供基本准则，为民事交易确立规则

依据，为民事纠纷的预防和解决提供基本遵循，

将极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高同武说。

未来，《民法典》实施还将有哪些关键工

作？在石佳友看来，《民法典》部分条文的真正落

地还需要相关的立法与行政法规、规章和司法

解释的配套；他希望这些配套法律法规和司法

解释尽早出台。“例如，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

动续期，需要由相关的立法或行政法规予以落

实。否则，《民法典》的规定就会沦为一纸空文。”

高同武也有同感，他指出，《民法典》的生

命力在于其适用和实施，要使其所有功能全部

得到实现，就需要《民法典》的全面贯彻落实。

“《民法典》是调整市民社会人身关系和财

产关系的法律，是基础性的法律。那么原则上，

任何单行法的制定不应当与《民法典》相违背，

这就涉及到在未来《民法典》的适用和实施方

面，需要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清理。通过新的

司法解释对《民法典》中抽象的原则进行具体

化，保证对《民法典》的含义正确阐释，以保证

在具体不同场景中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高同武补充称，同时要强化依法行政，在保

障私权的同时依法限制私权，不得违背法律规

定随意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合法权

益，或增加其义务的规定，以保障《民法典》的适

用和实施。”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吕银玲

特斯拉狂降16万元后，大家都在
等待对手们如何回应。

对于特斯拉降价， 蔚来CEO李
斌指出，蔚来汽车不跟随降价，主要
是因为其定价逻辑与特斯拉不同。1
月3日，蔚来发布官方二手车业务。李
斌表示，做好二手车业务是对现有用
户利益最大的保护。

小鹏汽车CEO何小鹏在其朋友
圈表示，“这一次友商在元旦的降价
我们挺有信心，连内部电话会都没有
开，数据也完全证明，降价已经证明
仅仅是营销的方式而已，而且还肯定
是双刃剑”。

既没有盲目跟风， 也没有自乱
阵脚， 中国对手的反应比想象中平
静。平静的背后，大家心知肚明，“鲶
鱼”特斯拉的冲击波还在深入，随着
二期工厂投产， 不再被产能牵绊的
巨兽会在中国新能源车市场掀起更
大的波涛。

果然，上海工厂落地后，特斯拉
的降价潮一波比一波来势凶猛。成本
控制好了，新工艺有了，生产线升级
了，没有理由放着大蛋糕不吃。

中国的本土品牌也知道造车要
“软硬皆施”，硬件要过硬，软件也不
能落后。特斯拉搞芯片，搞自动驾驶，
要想和对手一决高下，谁也不能两手
空空。补贴保护逐渐隐退，地方政府、
车企巨头、 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局，懂
得造车要造出规模效益，还要造出科
技含量。

为了在全球最大的新能源车消
费市场活得更好，特斯拉也在激烈的

竞争中学会投其所好。“这车再好，它
不是一台SUV。” 这是诸多特斯拉消
费者买不起Model�X，又不想买Model�
3时， 经常出现的一句话。Model�Y应
运而生，用以对抗市场上大量“特斯
拉杀手”SUV车型。

到底是特斯拉更需要中国，还是
中国更需要特斯拉？这个问题的答案
变得越来越模糊。 特斯拉国产后，有
了更符合中国人喜好的车型，有了更
“性感” 的价格， 也收获了更大的市
场。因为外来者强势入局，中国市场
也在加速挤出泡沫，近几年蜂拥而至
的超百家车企， 活下来的都是佼佼
者，它们不甘示弱，努力凭真本事赛
出风格、赛出水平。

特斯拉股价大涨 700%虽然耀
眼，赴美上市的蔚来、理想、小鹏同
样可圈可点。 走过政策催熟期，经
过各怀心思的野蛮生长，中国新能
源车市场在完成历史“出清” 后，
新能源汽车的增量竞争 ， 已经由
补贴推动阶段， 彻底进入消费者
推动的阶段。新能源汽车市场正经
历质变，进入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
新时代。

而特斯拉能不能守住自己的领
先优势， 后来者能不能居上实现反
超，答案开始变得扑朔迷离。

可以想象的是， 激烈竞争催化
下，“向下”拥抱更广阔市场的特斯拉
遇上蒸蒸日上的新势力，将是一场好
看的新能源车德比大战。而它们共同
的下一个对手，将指向霸占汽车市场
几个世纪的燃油车。

Xijie�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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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德比”战
陶凤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刘瀚琳）1月4

日，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召开2020年北京市空

气质量新闻发布会。据了解，2020年北京市

聚焦重型柴油车、挥发性有机物（VOCs）、

扬尘等重点领域，深入实施“一微克”行动。

全市空气质量改善取得标志性、历史性突

破，大气环境中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

度首次实现“30+”，为38微克/ 立方米，创

历史新低。至此，北京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

计划圆满收官。

从具体分项指标来看，全年北京大气环

境中PM2.5等四项主要污染物同比均明显

改善。其中，除PM2.5年均浓度实现历史性

突破，与国家标准（35微克/ 立方米）的差距

进一步拉近外，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

化氮（NO2）连续两年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二

氧化硫（SO2）年均浓度稳定达到国家标准并

保持个位数水平。

由于污染物浓度普遍降低，北京2020年

3/4的天数为优良天，“好天”比上年多了一

个多月。2020年，全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276天，较上年增加36天，优良率达到

75.4%，增加9.6个百分点，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明显增加。其中，一级优天数为106天，较

上年增加21天，二级良天数为170天，较上年

增加15天。2020年全年未出现严重污染日；

发生重度污染日10天，其中7天首要污染物

为PM2.5，3天为O3。

梳理历史数据发现，近年来北京空气质

量优良级别天数显著增加，2020年达标天数

为276天，较2013年增加100天。其中，一级

优天数明显增加。2020年为106天，较2013

年的41天增加65天；重污染天数显著下降，

2020年重污染天数为10天，较2013年减少

48天，降幅为82.8%。

期间，全市PM2.5南北差距也呈现出逐

步缩小趋势，夏季秋季基本消除PM2.5重

污染。北京市各区域PM2.5浓度整体显著

下降，空间分布虽一直呈现“南高北低”

特征，但各区域之间浓度逐步均匀化，南

北差异由2013年的63微克 / 立方米，降

低至2020年的20微克/ 立方米左右。相较

2013年，2020年连续无重污染日增加了

235天。

据了解，国务院于2018年公布的《打

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是继“大气

十条”之后第二个国家级的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计划提出，到2020年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比2015年下

降15%以上；PM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

城市浓度比2015年下降18%以上，地级

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80%，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比率比2015

年下降25%以上。行动计划对北京划定了

单独目标，明确北京市环境空气质量改

善目标应在“十三五”目标基础上进一步

提高。

“‘十三五’以来，北京以超常规的措施

和力度治理大气污染。过去五年也是迄今

为止北京市大气污染治理力度最大、成效

最明显、人民群众蓝天幸福感显著增强的

五年。”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刘保献表

示，期间，全市发布精准治理VOCs污染、依

法治理移动源污染、科学治理扬尘污染，巩

固“无煤化”成果等措施。2020年初，市委

市政府还研究通过2020年蓝天保卫战行

动计划。

目前，全市在治理VOCs污染方面，累

计调整退出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一般

制造业和污染企业113家；清理整治“散

乱污”企业71家，保持动态清零；严格实

施国家胶粘剂、涂料等产品VOCs含量限

值标准；将VOCs年排放量10吨以上的

企业纳入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53家企

业完成“一厂一策”深度治理；对空气质

量排名靠后的乡镇（街道）实施五轮“点

穴式”执法等。

依法治理移动源污染方面，北京坚持

“车-油-路”一体，加强移动源管控。制定

实施了“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

染防治条例”；加大对超标车辆未复检合

格又上路行驶的处罚力度；出台新一轮老

旧车淘汰更新补贴、新能源货车运营激励

等政策，累计淘汰6.5万辆国三标准汽油

车，截至2020年11月底，新能源汽车保有

量达40.1万辆，国五及以上标准车辆占比

超过60%，车辆结构全国领先；完善“生态

环境部门检测、公安交管部门处罚、交通

部门监督维修”模式，聚焦进京口、市内重

点道路加强路检路查，实施精准“入户”执

法等。

科学治理扬尘污染方面，坚持“平台

共享、部门负责、执法规范、环保督察、信

息公开”原则，推动施工、道路、裸地扬尘

“三尘共治”；巩固“无煤化”成果方面。

坚持能源清洁化战略，燃煤消费总量下

降到200万吨以内，优质能源占比达97%

以上。

截至目前，北京大气污染防治法规标

准更加健全、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科技赋能

提质增效，协同立法实现重大突破、污染过

程应对实现精准突破、重点时段攻坚实现

多点突破，区域空气质量共同改善。

不过，刘保献也指出，当前区域污染物

排放总量仍超过环境容量，北京市大气治理

成效还不稳固，“复合型”“区域型”污染特

征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大气环境治理仍然

艰巨。“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北京

市将坚持PM2.5和O3治理相协同、空气质

量改善和二氧化碳减排相协同、本地治污

与区域联动相协同，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为核心，以VOCs和氮氧化物（NOx）深度减

排为抓手，推进‘一微克’行动和区域联防联

控联治。”

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正式施行。1月4日是《民法

典》施行后的首个工作日，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多个适用案件开庭并宣判，涉及内容包括

备受关注的高空抛物现象，在“自甘风险”、加大对婚姻无过错方保护等原则下，相关侵权

纠纷和婚姻诉讼案也应声落槌。在专家看来，相关配套法律及司法解释的快速出台将是

保障《民法典》落地实施的关键。

适用《民法典》条例热点情况示例

去年北京PM2.5年均浓度创历史新低

高空抛物
《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

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
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
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
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
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
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给予补偿。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
人补偿后，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自甘风险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

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
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
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
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
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
大过失的除外。

婚姻撤销
《民法典》实施之后，不仅将登

记结婚前隐瞒重大病情作为无过
错方可以撤销婚姻的情形之一，而
且还赋予无过错方主张损害赔偿
的权利。

助人救人
《民法典》规定，因自愿实施紧

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
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因保护他人
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
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
予适当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