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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_E8_AF_95_

E8_AE_BA_E5_9B_BD_E5_c122_479419.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于1995年1月1日起执

行。该法第二条对国家赔偿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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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有依本法取得国家赔偿

的权利”。单从这一定义理解：人民法院及其审判人员在审

理民事案件过程中，违法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而造成损害的

，理应属于国家赔偿之列。但该法在具体条款中只规定了行

政赔偿和刑事赔偿法律规范。至于民事赔偿仅限于“人民法

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过程中，违法采取对妨碍诉讼的强

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对判决、裁定及其他生效法律文书执

行错误，造成损害的，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程序，适用本

法刑事赔偿程序的规定”。这就排除了人民法院及审判人员

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行使审判职权时，因违法造成冤假错案，

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而应获得国

家赔偿的权利？笔者认为：这是国家赔偿制度不完善之处。

为此谈谈以下几点看法。 一、人民法院及其审判人员违法行

使职权造成冤假错案，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

届国家赔偿范围 《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国家

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

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国家未颁

布《国家赔偿法》之前，这条规定明显带有国家民事赔偿之

性质，但它又是规定在民法规范之中，而普通民事赔偿须是



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而在民事审判过程中法院处于主导地

位，代表国家机关、行使的是国家审判权，当事人处在被审

判地位，很显然双方地位不平等，适用起来也很困难。

自1995年国家颁布《国家赔偿法》后，根据特别法优先普通

法之原则，《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也就形同虚设了。

而从《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看，国家赔偿应涵盖行政赔

偿、刑事赔偿和民事赔偿。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刑事案件

中因违法造成当事人损害的给予赔偿，为什么审理民事案件

因违法造成当事人损害就不予赔偿？难道审理民事案件不是

国家机关审理的？审判人员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的

不是国家职权？这不能不说明目前在立法上有缺陷，这样既

不利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的合法权益，又不能

有效监督人民法院及其审判人员依法行使审判职权。 司法实

践中，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及其审判人员因违法造

成冤假错案屡见不鲜，致使当事人造成巨大损失却得不到赔

偿，这实在显失公平。 二、确立国家民事赔偿能够有效地监

督人民法院及其审判人员依法行使职权 目前，尤其是基层法

院，对于违法审判造成当事人损害的，情节严重的按照最高

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给予处分，一

般的只是年终总结时扣除综合成绩分，仅仅影响评先定优而

已。但对于造成当事人经济损失，既使受害人提出赔偿请求

法院也不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虽有“错案追究制”这方面

的规定，但有的法院也执行不力，甚至有护短现象，以“水

平有限’、“认识问题”等遮掩。据《西安法制报》载：某

基层法院一名助理审判员一年内审理民事案件中有四个案件

因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被上级人民法院改判和发回



重审，这个助理审判员直言不讳地说：“这只是一审和二审

法院认识不同而已”，“审判人员认识有一个过程，出现错

案很正常”云云。案子审错了、判错了对于主审法官来说没

有多大影响，“错就错了，改过来不是很好吗”（谋法官语

）。对于当事人因上诉、申诉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无法得到赔

偿，致使有的法官无所顾及，办人情案、关系案、因私枉法

屡见不鲜，错案率居高不下也就不足为奇了，造成当事人诉

累和遭受巨大经济损失就是必然的了。 三、确立国家民事赔

偿能有效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确保《国家赔偿法》和《

民法通则》立法原意正确实施 法院是执法机关，在老百姓心

目中，这个“衙门”是说理的地方、讨回公道的地方、是“

包公”所在。有的错案虽经上级法院改判、纠正，但当事人

为上诉、申诉付出了巨大代价。如某基层法院审理一个诉讼

标的只有一万余元的民事欠款纠纷案件，原告因不服一审判

决，上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先后开了两次庭，原告及

其代理人和有关证人也先后两次去中级人民法院，花去上诉

费、旅差费、材料费及其它方面的费用几乎与诉讼标的一样

多，且一审、二审共用近一年半时间才审结，虽然二审法院

纠正一审错案，原告获得了胜诉，但原告说：早知如此，还

不如不打这场官司，虽胜尤败，得不偿失。我国目前大力发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之普法力度加强，公民法律意识逐

步提高，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中华法系一直受

封建传统观念影响，老百姓对打官司一直存有“厌诉”的心

理，现在能勇敢地走上法庭“讨个说法”，这不能不说明是

一种进步，是民主化的体现，于是打官司告状就多起来，但

老百姓仍是万不得已才“惊官动府”， 告到法院原是想讨回



公道，要求法院主持正义，能挽回自己经济损失，但遇到素

质不高的法官枉法断案，造成一个又一个错案，当事人虽经

上诉、申诉，得到上一级法院改判纠正，但为此花费大量的

人力、物力却得不到有效的补偿、赔偿。这样就会使当事人

对人民法院失去信任力，法律虚无主义难以消除，同时无形

中造成党群干群之间的矛盾。 四、应确立国家民事赔偿之范

围 笔者认为：凡当事人不服原审判决、裁定，经过上诉、申

诉被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改判或者被上级人民法院改判、发回

重审的，根据案件出错大小和性质，除按照法律应由败诉方

承担的各种费用外，其它的经济损失均由责任法院承担，包

括因上诉、申诉过程中所花费必要的旅差费、误工费、材料

费包括本方证人、代理人等所花去的各种必要费用），但如

果是维持原判决、裁定的所花一切费用应由上诉、申诉当事

人自行负责，不在国家民事赔偿之列。申请赔偿程序应参照

行政、刑事赔偿程序执行。责任法院应先予赔偿，然后再向

审理此案的主审法官追偿，要求其承担一部或全部。 综上所

述，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司法公正，

增强审判人员责任心，提高审判质量，更有效地监督人民法

院和审判人员正确地行使审判权，立法机关应当在《国家赔

偿法》中补充民事赔偿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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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