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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8_91_E4_BA_8B_E9_c36_50817.htm [内容摘要] 从目前我

国确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宗旨看， 精神损害赔偿是由

民事侵权引起的一种法律后果，侵权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故排除刑事侵权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对因犯罪

行为致死的受害人生前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赔付止龄，法律和

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一般都由省级人民法院来规定；同

时审判程序都存在很大缺陷。 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权利本

位法律意识的强化，要求刑事侵权给予精神赔偿、赔付年龄

的适当、审判程序公正的呼声越来越高，而法律又与社会情

势、公众情绪、当代诉讼观念相抵触，以致公众难以接受立

法者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其冲突的焦点，在于对这此问题的

认识及如何统一完善这方面的立法，消除认识上的误区.[关键

词] 精神损害赔偿 刑事侵权 民事侵权、附带民事诉讼 从我国

《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来看，刑事附带

民事诉讼请求赔偿范围有一定的局限性。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请求范

围仅限于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因犯罪行遭受损失或财产被毁而

遭受的损失，被害人因财物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的损

失，只能由法院责令犯罪分子退赔，或者在退赔不足弥补被

害人损失时，由其向民庭另行独立起诉。2002年7月11日《最

高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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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批复》）规定

：“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



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

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此《批复》公布后，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术界引

起巨大反响，许多学者纷纷发表观点，认为该《批复》欠妥

，大有“檄文声讨”之势，一时间“刑附民”精神赔偿问题

成为学术界焦点话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造

成人们意识上的混乱，很大原因在于立法的缺陷和矛盾，在

于传统观念与当今社会权利本位法律意识的冲突。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1999年10月17日以红头文件形式颁发苏高

发[1999]23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江苏省高级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若干规定〉的通知》

（以下简称《23号文件》）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引起

的精神损失不列入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赔偿范围“、”受害

人被犯罪行为致死的，生前实际抚养未成年人生活费赔偿期

限到十六周岁“。2001年10月30日该院又以苏高发[2001]319

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2001年全省民事审判工

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以下简称《纪要》）予以确定23

号文件的效力。由于在赔偿范围上有上述不当限制，致使被

害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法律保护，又导致法律适用的不严

肃、不统一。 对此笔者谈谈几点不同意见：一、 物质损失赔

偿及精神损害赔偿要两者兼顾精神赔偿即精神损害赔偿，它

是由于精神权益受到侵害而引起的法律后果。什么是精神损

害赔偿？至今立法上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通说，是指“民

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利益和身份利

益受到侵害或遭到精神病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立

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①。对于侵权行为造成



他人造成物质损失的，侵权行为人应当给予赔偿，这是我国

《民法通则》早已明确规定的，但对精神损害的赔偿，《民

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

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

响、赔礼道歉，并且赔偿损失。”这一规定虽然对涉及“四

权”方面的精神赔偿予以确认，但范围过窄。为此，2001年3

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

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规定：“自然人因

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

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

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从这次的最高人民法院法

释[2001]7号司法解释来看，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范围进一步

扩大，但附带民事诉讼又被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和江苏省

高级人民法院《23号文件》和《纪要》排除在外。从我国立

法现状和司法实践看，建立附带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制度十

分必要。一是贯彻民事法律有损害就有赔偿基本精神的需要

。侵权行为人侵犯被害人人格权、健康权等权利的同时，大

多数给被害人精神上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这种精神上的损

害，有些要比物质损害严重得多，如果仅对物质损害予以赔

偿显然是不公正的。二是保证刑事法律规范与民事精神赔偿

制度互相衔接、协调一致的需要。民事诉讼的精神赔偿已被

立法所确定，更被司法解释所明确，因而完全有理由而且应

该将民事诉讼中能够得到处理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附带民事

诉讼一并审理。同时，这样更能体现附带民事诉讼经济、方

便的原则。三是有利于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精神权益，维



护社会稳定。如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能同时追究被告人犯罪行

为对被害人精神损害的经济赔偿责任，对严厉打击犯罪，全

面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必然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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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