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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赔偿法及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 （一）国家赔偿法的

含义及其作用 国家赔偿法是调整国家赔偿关系，确认国家赔

偿责任，约束国家赔偿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家赔偿法

的调整对象是国家赔偿关系。所谓国家赔偿关系，是指因国

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违法侵害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在国家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之间产生的社会关系。国家赔偿法的内容是国家赔偿行

为和国家赔偿责任。 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由于国家

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

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1994年5月12日制定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该法对国家赔偿的主体、归责原则

、范围、程序及方式作了全面规定。它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全

面确立了国家赔偿制度。 国家赔偿法具有以下作用： 1．确

认国家赔偿责任，规范国家赔偿行为。统一的国家赔偿法典

使宪法中有关国家赔偿的条文变成实际可操作的具体制度，

对国家赔偿的有关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予以规范，以真正建

立起国家责任制度。 2．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

权益。国家赔偿法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赔偿请求极具有可操作性。通过明确国家赔偿的范围、方式

、标准和程序，一方面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弥补实体损

害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为其寻求赔偿提供可行的途径。可以

说，国家赔偿法实际上是一部人权保障法。 3．督促国家机



关依法行使职权。国家赔偿责任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行使职权过程中违法行为的否定，具有遏制国家机关违法失

职、监督和控制权力的作用；对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公务人

员行便追偿权，有利于防止公务人员滥用国家权力。 （二）

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 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

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

的权利。国家机关应当依照本法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这一规

定，我国国家赔偿法确定的归策原则为违法原则。 根据行政

诉讼法的规定，违法应指违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这里的法

律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以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等。违法的种类可以是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不履行或拖延履行

法定职责等。违法的形式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惟

不作为必须以存在法定作为义务为前提。此外，根据行政诉

讼法的规定，因行政处罚显失公正而致损害者，受害人有权

请求赔偿。这种责任并非是适用违法原则，而仅仅是违法原

则适用的例外。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