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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中受害人或其家属在刑事审判一审宣判前未提出附

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而是在刑事案件结案后单独提起民事损

害赔偿诉讼。其目的就是想得到巨额的赔偿。目前各地人民

法院以受害人或其家属的这种诉讼请求是否支持作法不一。

本文着重就该问题做一下探讨。 关键词：刑事附带民事赔偿 

问题 探讨 我国《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

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

，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我国《刑事诉讼法》

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

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这就是说，对受害人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受害人

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为了

解决好因被告人的刑事犯罪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最高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00年12月4日通过了《关于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并于2002年7月11日又作出了《关于

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

讼问题的批复》的司法解释。上述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对于

审理因刑事犯罪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应当说是有明确法律依

据的。但是，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刑事案件

，尤其是在暴力犯罪案件中，受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放

弃了对被告人请求民事赔偿的诉权，而是在刑事案件审理结

案后又单独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在此类民事诉讼中，受害人



或者其家属往往提出高额的赔偿请求及精神抚慰金，其目的

就是想得到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无法获得的巨额经济赔偿

。而对受害人或者其家属的这种做法是否支持各地法院往往

做法不一。 支持者认为，当事人放弃了在刑事案件中的诉权

而单独提起的民事赔偿诉讼是依据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

彻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十九条，以及山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意

见》中的相关规定，即允许当事人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

行提起民事诉讼。认为这种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完全符合一

般民事案件的形式要件及实质要件，应当完全依照《民法通

则》等民事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来进行审理。对于其

诉请的残疾补偿金、死亡补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应予以

支持。 反对者认为，对于这类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就该类

诉讼的性质来看，还是属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范畴，所以对其

中的残疾补偿金、死亡补偿金、精神抚慰金等不应予以支持

。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所谓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公安司法

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

带解决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

行的诉讼活动。 附带民事诉讼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附带民

事诉讼性质的特殊性。附带民事诉讼就其解决问题的性质而

言，是经济赔偿问题，和民事诉讼中的损害赔偿是一样的，

属于民事诉讼性质。但它和一般的民事诉讼又有不同，因为

这种赔偿是由犯罪行为引起的，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的

，由审判刑事案件的审判组织审理，所以它又是刑事诉讼的

一部分，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 2.附带民事诉讼法律依据

的复合性。由于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的是刑事犯罪行为所引起



的民事赔偿责任，所以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律依据具有复合性

特点。在实体上，对损害事实的认定，不仅要遵循刑法关于

具体案件犯罪构成的规定，而且要受民事法律规范调整。；

在程序法上，除刑事诉讼法有特殊规定的以外，应当适用民

事诉讼法的规定。如诉讼原则、强制措施、诉讼证据、先行

给付、诉讼保全、调解和解、撤诉、反诉等，都要遵循民事

诉讼的有关规定，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0条规定：“人民法院

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

当使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 3.附带民事诉讼

处理程序的附属性。附带民事诉讼以刑事案件的成立为前提

，必须在刑事诉讼一审判决宣告之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判决不得同刑事部分的判决相抵触，附带民事诉讼的起诉时

效、上诉期限、管辖法院等都要取决于刑事案件的情况。因

此，附带民事诉讼在处理程序上是依附于刑事诉讼的，它必

须以刑事诉讼程序为依托，刑事诉讼不存在，附带民事诉讼

就无从谈起。 而受害人在刑事审判结束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

是指受害人就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没有在一审刑事

案件宣判前提起，而在该刑事判决生效后又另行提起民事诉

讼的行为。该民事诉讼虽为另行提起，但究其原因来看，这

类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亦为被告犯罪行为所引起，与犯罪行

为在法律上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在其性质上应为附带民事

诉讼。所以它的赔偿范围及数额不应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侵

权民事纠纷。 首先，从产生原因来看，一般意义上的侵权民

事纠纷是因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侵权行为而引起的，其侵权

行为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及刑事违法性，在刑法上不构



成犯罪。而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是因被告的犯罪行为而引起

的。这种侵权之诉与犯罪行为密不可分，与之存在法律上的

因果关系。所以在审理时不应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事诉讼

。 其次，从法律适用上来看，一般意义上的侵权民事诉讼，

其审理依据有《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等法律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医疗事

故处理条例》等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

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对于此类民事

案件的审理依据应当是比较清楚、明确的，笔者在此不再赘

述。而对于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由于其性质仍然是附带民

事诉讼，所以仍应完全按照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相关法律、

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来进行审理。 第三、从赔偿范围和数

额上来看，一般意义上的民事诉讼赔偿范围及数额应当依照

我国相关民事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赔偿。笔者

在此亦不再赘述。而对于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因为其本质上

属于附带民事诉讼，所以其赔偿范围，主要依据的是我国《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只有当被害人所遭受的损

失是物质损失时，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同时，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

一款也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

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

诉讼。”因此，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只能是物质损

失。且该物质损失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也就

是说，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被害人所遭受的物质损失之间必

须存在因果关系，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2条规定：“被害人因

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

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据此，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

物质损失，既包括犯罪行为已经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

又包括被害人将来必然遭受的物质利益的损失。但是不包括

今后可能得到的或通过努力才能争得的物质利益。至于在犯

罪过程中由被害人自己的过错造成的损失，则不应由被告人

承担。 现在有些受害人在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提出了高

额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失。这类诉讼请求依

法不应得到支持。理由如下：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及精

神损失并不是法律所规定的“实际损失或必然遭受的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1）7号《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

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规定，精神损害抚慰

金包括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也就是说，残疾赔偿

金、死亡赔偿金是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表现形式。因此，受害

人提出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诉讼请求实际上就是要

求精神抚慰金的诉讼请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条：“人

民法院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

，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的规定，

受害人的赔偿问题只能适用《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但

该条只规定了“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

生活费等费用”，并没有关于死亡补偿金、精神损失等问题

的规定。所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

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对于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

受精神损失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



规定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第四，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被告人

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

以考虑”的规定，及第五条：“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

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

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作为量

刑情节予以考虑。”的规定，被告人的赔偿情况可以作为人

民法院对其量刑的一个依据。如果被告人赔偿态度较好，则

有可能从轻处罚；如果被告人赔偿态度不好，则不会得到这

种从轻处罚的机会。而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受害人或其家属

，没有在刑事一审宣判前提出赔偿的要求，就相当于是剥夺

了被告人争取从轻处罚的机会。如果法院再在另行提起的民

事诉讼中支持了受害人或其家属的巨额的经济赔偿要求，就

等于是法院既对被告人在刑罚上加重了处罚，又在经济赔偿

问题上增加了被告人的负担。使被告人受到双重、严厉的制

裁。这对被告人（虽然其有犯罪行为）是极不公平的。也有

悖于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这样不但无法保证执法的统一，

也有损于我国法律的尊严。 综上所述，刑事案件的受害人或

其家属不管其是在刑事案件审理中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还

是在刑事案件审结后又另行提起了民事诉讼，其所得到的最

终诉讼结果只能有一个。否则，就会出现“因同一诉讼事实

与理由，如果当事人选择不同的诉讼程序，便会得到两个不

同诉讼结果”的情况出现。人民法院对于在附带民事程序中

不应得到支持的诉讼请求，那么在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亦

不能得到支持。这样不仅有利于保证国家执法尺度的统一，

避免了当事人存有侥幸心理，使被告人受到双重处罚情况的



出现；也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司法公正，树立起法律在人民群

众心目中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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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