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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高级人民法院纪念《国家赔偿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召开

，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法院、北京市中级法院以及北

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的十

余名专家学者及法官参加了座谈会。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陈光中及法学院马怀德教授等参加会议并就国家赔偿法实施

十年来取得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对如

何修改《国家赔偿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一、认识误区影

响赔偿积极性。 长期以来国家赔偿被很多人等同于机关赔偿

，这个误区很要命。国家赔偿本来是一种国家责任，现在变

成一种机关责任。现在之所以很多机关不愿意赔，就是因为

不愿意承担这种责任，不敢让外界知道本机关发生了国家赔

偿的案件。因为这影响了机关的形象，影响了政绩，影响了

升迁。国家赔偿法本来应该是一部国家救济法，是国家对因

为国家机关行使职权而受到伤害的人的救济。但它被当成了

责任追究法，要追究部分或全部赔偿费用。 实际上，任何人

都会犯错。国家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侵害他人的利益是不

能完全避免的，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人类共同的弱点。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违法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

益的，当然应该惩罚，但这是“纪律处罚法”而不是“国家

赔偿法”所要解决的。 国家赔偿法实施的问题并不是钱的问

题，在很多地方都有用于国家赔偿的财政预算，但这笔钱往

往花不出去。 二、没有建立国家赔偿诉讼制度。 没有建立国



家赔偿诉讼制度是一个缺陷，谁都不愿意成为被告，因此国

家赔偿的程序成了决定程序。在决定程序中采用的是书面审

，受害人没有诉讼权利。是否赔偿、赔多少，要由赔偿义务

机关说了算。这不符合自然公正原则，任何人不得当自己法

官。 三、违法归责原则过于单一。 《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

则过于单一，采用的是违法原则，这无法解决非法律行为比

如事实行为所产生的问题，而实践中多数案件涉及的是事实

行为。在成都发生过一起派出所羁押吸毒母亲，导致三岁幼

女饿死的案件，派出所有过错，但它并没有违法。在违法原

则基础上，要用过错原则加以辅助。 在司法赔偿上也有很多

争论，比如在侦查阶段的确符合拘留条件而实施拘留，到了

审查起诉阶段又发现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这时候当事人被

错抓国家赔不赔？但侦查机关的确没有违法。这类情况要适

用结果责任原则，只要出现了不应有的损害结果，国家就应

当赔。 四、赔偿事项无法一一列举。 国家赔偿法分行政赔偿

和刑事赔偿。后者称司法赔偿更为恰当些。司法赔偿是列举

式的，只列举了错拘、错捕、错判、错误执行四种情况，对

于列举以外的不作赔偿。对于民事错判，比如把我的房子错

判给了别人，能够执行回转把房子要回来的，不存在国家赔

偿的问题；但如果回转不了比如已毁损或出卖又不能从错判

的受益者要回赔偿的，这时候国家也有义务赔偿。我们知道

，侵权行为是无法一一列举的，国家赔偿的事项不能采用列

举的方式，而应该只要构成侵权要件的，国家就要赔偿。 五

、国家赔偿可采用保险形式。 现在赔偿经费一般由财政列支

。有的地方没有预算，有的地方由预算却有钱花不掉。建立

国家赔偿基金是比年度财政预算更好的形式。建议为解决“



机关赔偿”的弊病，采用保险的形式，根据各机关行业风险

的大小进行投保，比如公安机关的风险相对较大，出现问题

时由保险公司理赔。这样可以让机关负责人不用承担责任，

又能让受害者尽快得到救济。 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为了公

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据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

并给予补偿。因此，对国家补偿进行立法是必然的。有没有

必要单独立一部《国家补偿法》呢？最简单的办法是在修改

后的《国家赔偿法》附则中加上一句“国家补偿参照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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