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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7_94_B7_E6

_96_B9_E6_89_BF_E8_c36_53322.htm 石家庄市桥东区人民法

院女子法庭近日审结一起离婚纠纷，女方最终获精神损害赔

偿一万元。 石家庄市居民王先生与李女士于1998年结婚，次

年生一子。后王先生与本单位一女同事产生好感，二人进而

同居，发展到难舍难分的程度，于是王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

与李女士离婚。李女士认为，双方确已无感情可言，同意离

婚，但对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公然与他人同居，有过错在

先，极大地伤害了自己的感情，她要求对方给付其精神损害

赔偿金5万元。 法院在审理中发现，对与他人同居的事实，

王先生表示认可，因此法院认为：李女士作为无过错方有权

请求损害赔偿，遂依法进行了调解，最后王先生自愿放弃对

部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并给付李女士一万元精神损害赔

偿金。 桥东区法院女子法庭李立新庭长说，婚姻法修改后，

第46条为离婚纠纷中无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在审判实践中，无过错方能获得损害赔偿的案件却是少

之又少。 据法官介绍：夫妻对簿公堂时，大多反目成仇，像

王先生这样不用对方取证就承认自己有与他人同居事实的个

例较少见。按照我国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无

论是重婚、一方与他人同居、还是家庭暴力导致的离婚，无

过错方都要承担举证责任。能不能拿到充分、可信的证据是

关键。对第三者插足的取证、认证问题，目前尚无专门司法

解释。审判实践中，有的当事人费尽周折提交了一方所写的

“情书”、与异性合影的照片等证据，但基于没有实质性的



东西，不能证明同居的事实，法庭也无法认定。 什么样的证

据才算合法、有效的证据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

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是这样规定的：“以侵害他人

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

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因此，除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如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侵犯他人隐私）或者违反

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如擅自安装窃听器进行窃听）取得

的证据外，其他情形不得视为非法证据。上述规定对婚姻法

第46条中的无过错方主张损害赔偿时提出了要求：即“证据

固然重要，但要取之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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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