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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抛物需承担的
法律责任

解决高空抛物的关键问
题有两个，一是如何事先预
防，二是事后到底该怎么追
责。

我国《民法典》施行之
前，整治高空抛物，一直是社
会治理的痛点和难点。

2021 年之前，针对高空
抛物行为，在民事领域只能
依据《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
条的规定来处理，但是该条
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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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
定较为宽泛，对相应侵权责
任的举证主体规定的不够科
学，加之现实中高空抛物通
常是难以确定真正肇事者的
类型，且大部分住户根本无
法提供自己没有实施高空抛
物的证据，从而导致此类案
件受害人的损失，通常只能
由全楼住户共同分担。这样
的规则虽然救济了受害人可
以依法获得补偿，但是很难
保障法律的公正性，更会引
起涉案非加害群众的反感与
抵触，社会效果较差。

特别是针对后果严重的
高空抛物情形，如高空抛物
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民事
法律不足以解决争议，而刑
事法律又缺少足够的适用依
据，迫使受害人只能无奈地
接受民事赔偿而草草了事，
这就使得《刑法》中故意或过
失伤害的刑事责任被架空，
大大地弱化了法律应有的威
慑力，增加了侵害人的侥幸
心理；另一方面，对司法机关
而言，由于法律上规定了由
可能加害人集体给予补偿的
责任兜底机制，客观上也容
易淡化其执法意识，对于找
出真正侵害人的动力不足，
从而难以杜绝和稀泥的倾
向。

为了解决相关问题，《民

法典》的颁布和《刑法》的修
订，分别从民事和刑事基本
法的角度，完善了高空抛物
预防与责任划分的规则。

首先，作为事先预防，
《民法典》的规定强调了禁止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并将
相关规则确立为法律的禁止
性规定，做到了与《刑法》高
空抛物罪的有效衔接，保障
了法律规则的连贯性。

其次，《民法典》在承继
了以往《侵权责任法》保护受
害人的立法思维基础上，又
尽可能地避免在法律上施行

“连坐”，其对高空抛物责任
的查明、侵权责任人的确定、
事后追偿等方面做出了一系
列更为合理的规定，在保护
受害人的基础上力图避免无
辜者受到牵连。

再次，《民法典》还增添
了相关保障措施，引入物业
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的
责任规定，要求他们应当采
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
高空抛物事件的发生，若其
未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的，还应当依法承担未履行
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最后，就实践中最难的
侵权责任人如何确定问题，

《民法典》规定了公安机关应
当依法介入，及时调查、查清
责任人，这一前置程序的要
求最大化地解决了高空坠物

“调查难”“取证难”的现状，
充分利用公安机关的专业
性，尽量还原事件真相，避免

“一人抛物、全楼买单”，使违
法者不能逃避法律制裁，这
也是“烟头”案例中公安机关
可以及时介入，通过 DNA分
析，及时查明罪魁祸首的原
因与法律依据。

此外，《刑法》也相应地
增添了高空抛物罪，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司法实
践中，高空抛物是否属于入
罪的“情节严重”，一般应当
根据行为人的动机，结合物
品坠落地点的人流量、抛物

的高度、物品的重量与硬度
等，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因素
来综合考虑，并全面考量该
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来确
定。

目前正在修订的《治安
管理处罚法》草案中将高空
抛物列入行政处罚行为，这
将进一步完善针对高空抛物
的法律保护措施。这是因
为，我国《民法典》和《刑法》
虽然对高空抛物违法行为已
经有了相应的规定，但是这
些 规 定 在 实 施 时 也 有“ 空
当”。

我们知道，承担民事责
任需要有原告来主张，而有
时此类不法行为并没有直接
伤害到个人的权利，而是损
害了公共利益，比如高空抛
掷的啤酒瓶在人群边上落
地，并没有砸到人，可能无人
会去追究肇事者的民事责
任。同样，要按照《刑法》规
定去追究高空抛物不法行为
的刑事责任，必须认定违法

“情节严重”，而在情节轻微
的情况下，是不能追究违法
者刑事责任的。因此，在《治
安管理处罚法》中增设对“高
空抛物”的规定，补上了对该
不法行为的管理漏洞。

“头顶上的安全”如
何实现

一直以来，找到肇事者
都是治理高空抛物的难点。
虽然《民法典》将禁止高空抛
物从道德约束上升为法定义
务，高空抛物还被写入《刑
法》，规定单独的高空抛物
罪，释放治理者运用刑罚威
慑高空抛物的强烈信号，但
是，徒法不足以自行，如何真
正实现治理高空抛物，更多
地还在于法律的实施，在于
如何创新治理方案，起到真
正根治高空抛物的作用。如
果找不到肇事者，无法固定
相关证据，那么一切的法律
条文都没有办法落地生根，
追究抛物肇事者的责任也会

落为空谈。
这次高空抛烟头烫伤婴

儿事件，让我们看到，公安机
关正在不断创新办案模式，
相较于查监控、走访调查等
传统的调查方法，通过 DNA
检测锁定抛物者的破案手
段，不但能够快速准确地锁
定抛物者，也能避免无辜人
员受事件牵连，减少了矛盾
冲突与无辜人员的抵触情
绪，更有利凝聚起民众抵制
高空抛物、守护公共安全的
共识。

在 一 般 人 的 印 象 中 ，
DNA 检测技术只会运用于
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它展现
出强大的侦破力量。近年
来，这一技术也越来越多地
用于其他案件，尤其是在高
空抛物的案件中发挥出关键
的作用。2022 年，苏州市姑
苏区的一个小区内，一名女
子被 30 楼扔下的一盒麻辣
烫砸晕，警方就是提取了遗
留在外卖筷子上的 DNA，通
过比对锁定了嫌疑人，并以
高空抛物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有观点认为，DNA 检测
体现了公安机关对高空抛物
零容忍，但是应用这种高科
技手段，筛查肇事者是不是

“大炮打蚊子”？毕竟 DNA
检测成本较高，普适性也不
强，不是每个被抛掷的物体
都可以检测出 DNA。但是，
采集整个单元住户 DNA，通
过检测寻找高空抛物元凶，

看似是小题大做，其实展
现了公安机关打击高空抛
物行为的坚定态度。通过
DNA 检测找元凶，也是一
种特殊的警告方式，虽然
执法成本相对较高，但获
得的社会效果远远高于成
本投入。换句话讲，只要
能够清除公众安全隐患、
减少“头顶上的威胁”，较
高一些的成本投入是值得
的。

目前，有部分物业公
司也在创新高空抛物的治
理模式，通过安装专用的
高空抛物动态检测摄像
头，不仅可以实现轻松察
看整个高楼的全貌，一个
摄像头就能完整地监控整
栋楼；而且，通过升级的高
空抛物检测算法，在保护
住户隐私的前提下，能够
检出自由抛物物体，并绘
制检测线，从而实现检测、
报警、响应、存储的完整配
套方案。

治理高空抛物，更需
要公众的自我约束。事故
发生之后用法律怎么追
责，逝去的生命也无法再
挽回。高空坠物，害人害
己，没有人会希望自己的
头顶上悬着不可知的“利
剑”，只有当我们共同抵制
这种不文明的危害行为，
才能一起守护“头顶”的安
全 ，不 再 担 心“ 飞 来 横
祸”。

朱政

全楼验DNA！真不是小题大做——

如何保护头顶上的安全
8 月 25 日，郑州市某小区内，一名四个

月大的女婴的颈部被高空抛下的未灭烟头
烫伤。婴儿母亲黄女士当场报警，并将烟头
保留。8月 30日晚，属地派出所给全楼居民
采集血样，做了 DNA 鉴定，目前，已经锁定
嫌疑人。

多年来，随着城市高层建筑的日益增
多，高空抛物、坠物事件频繁发生，不仅造成
了公众人身和财产的损害，甚至发生多起伤
亡悲剧，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然
而，此类伤害却屡禁不止，如何保护我们“头
顶上的安全”，一直是公众期待解决的公共
治理难题。

2015年，北京市一居民小张被高空飞来

的不明物砸中导致死亡，这起案件法院已经
作出了一审判决并且执行完毕，但八年来至
今也没有找到真正的肇事人。2018年，东莞
市三个月大的婴儿被一个高空坠落的苹果砸
中头部，经医生诊断，该婴儿有重型颅脑损
伤、顶骨粉碎性凹陷性骨折等症状，不得不进
行风险极高的开颅手术。今年6月，一女子在
长春市红旗街万达广场夜市小吃街被一块高
空抛下来的砖头砸中，不幸离世……

类似的悲剧一直在上演，对于高空抛物
的伤害程度，相关数据显示：一块巴掌大的
西瓜皮从 25 楼飞下，如果击中头部可致人
死亡；鸡蛋从 25楼抛下，冲击力足以致人死
亡；铁钉从 18楼抛出，可插入骨头……

无障碍环境建设
法本月起施行，标志
着我国无障碍环境建
设工作进入新阶段。
这部法律旨在保障残
疾人、老年人平等、充
分、便捷地参与和融
入社会生活，促进社
会全体人员共享经济
社会发展成果。

近 年 来 ，各 地 聚
焦 特 殊 群 体 合 法 权
益，在无障碍环境建
设上持续发力，越来
越多残疾人、老年人
和其他社会成员感受
到无障碍设施带来的
便利和温暖。然而，
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
绝非一日之功，还需
要多方齐抓共管，形
成合力。

当 前 ，一 些 地 方
的城市道路、公园广
场、公共建筑、公共交
通场站等场所无障碍
设施较齐全，但仍存
在设施不符合标准、
设施之间衔接不顺畅
等情况。对此，要注
重将无障碍设施与主
体 工 程 同 步 规 划 建
设，并与周边无障碍
设施有效衔接、实现
贯通。此外，随着居
家适老化改造需求量
越来越大，也要因地
制宜改善残疾人、老
年 人 的 生 活 设 施 设
备。比如，给老旧小
区加装电梯、添加感
应小夜灯、增设起床
护栏、铺设防滑垫等，
提高他们居家生活的
便利性、安全性。

无 障 碍 环 境 建
设，不仅包括配备无
障碍设施，还包括提
供无障碍社会服务。
建设对残疾人、老年
人等群体充分友好的
生活环境，要求公共
服务机构从需求侧出
发 ，推 行 人 性 化 服
务。比如，设置残疾
人、老年人等特殊人
群办事窗口；配备老
花镜、便民服务箱等
设施；有条件的地方
可以配备盲人手机，
提供手语服务等。

无障碍环境建设
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
社 会 生 活 的 方 方 面
面。只有政府、市场、
社会和个人共同发力，
形成人人关心、人人参
与的良好氛围，才能打
造更多有温度的公共
服务场景，构建全方位
的无障碍环境。

用法治护航

“无障碍”生活
□刘予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