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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坊间流传的国家赔偿法教材和专著已有不少，著者各展智慧，对国家赔偿法的基本理论、规则以及我
国国家赔偿法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
我在给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生开设国家赔偿法课程时，受益于这些教材和专著良多。
然而，在授课过程中，也慢慢体味到当前众多国家赔偿法教材的风格较为一致，而这个风格适用于研
究生群体时存在一些捉襟见肘之处。
第一，多数教材以基本原理或理论的阐述和相关规则的解释为主，整体上倾向于知识的传授，而较少
问题和方法的引导。
的确，现在的法学本科生较少全面接触与学习国家赔偿法的基本原理、理论和规则。
少量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即便在入学考试复习阶段，因报考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会充实国家赔偿
法相关知识，但这种“自学”状态下的收获，也是不可高估的。
所以，无论是教材，还是课堂讲授，必先着力于基本原理、理论和规则的阐述与解读。
不过，研究生毕竟是从更多地知道“是什么”的学习阶段，进入到应该更多地知道“为什么”的学习
阶段。
了解知识背后的问题意识，领会知识形成的路径和方法，培养独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是研究生治学的主要目标。
因此，如何在这一目标引导下，将基本知识、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以及思考能力融汇于教材之中，是
创新教材需要不断探索的。
第二，法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
“任何法律问题都不是作为供人死记硬背的技术规范，而是被展现为在社会中运作的法律过程的一部
分。
”在现代法学教育中，英美法系、大陆法系虽有不同的法律传统，可都重视案例教学，只是案例教学
的目的、内容和方式有所差异而已。
反映在教材之中，英美法系偏于使用既有的判决书，希冀学生通过阅读，理解、掌握法官是如何解释
和演绎法律、发展法律原理的；大陆法系则偏于运用经过大幅删节、改编的“简明案例”，来说明占
据教材主要篇幅的基本原理、理论和规则的意义。
当前的国家赔偿法教材，要么基本上不使用案例，无论是实际发生的讼案还是经过改编的，要么在篇
幅的限制下，沿袭大陆法系教材的特色，零星地使用改编后的案例，或者只是在注释中简单地指出实
际案例的名称和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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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实现此目的，本教材在撰写过程之中，努力突出以下特色：
　　(1)每一章都会有“重点问题”、“基本原理”、“思考”、“即时思考”和“案例讨论”等板块
，通过它们，让提示与发问贯穿于正文中，引导读者保持“学思结合”的状态，以使启发式教学的特
色融于教材之中。

　　(2)“案例讨论”的板块主要使用既有的判决书或者法官撰写的案件评析报告原文。
这个板块以它们为分析对象，提出若干与国家赔偿法原理、规则等有关的问题。
一方面，希望借此促进读者关注案件细节，培养其熟悉、理解和运用国家赔偿法原理、规则的能力；
另一方面，也希望读者能够站在“案例”之上，反观国家赔偿法原理、规则的不足。
当然，对案例的关注与分析，并不完全限于“案例讨论”板块，也不完全限于诉讼案例。
教材其他板块会偶尔使用非诉讼的事件作为分析对象，或者会改编案例、事件或介绍域外案例。
然而，旨在反映“法官如何说话”的判决书或者案件报告，是案例讨论的主要文本基础。

　　(3)本教材会在许多基本原理和重要问题上注意引介普通侵权法学说，借此希望读者在观察、思考
国家赔偿法问题和规则的时候，具备一种比较、借鉴普通侵权法的意识和方法。
这一努力对我自身而言，也是一种智识上的挑战，也会有门外汉“胡言乱语”、贻笑大方的风险。
但是，本教材仍然着意进行必要的探索，这并非出于“无知者无畏”的心态，而是出于认真对待方法
论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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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赔偿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而非自然力的作用可以使损害获得弥补的方法有许多，自然力的作用是
其中一种方法。
例如，甲在饭店大堂的湿滑地板上摔倒了，膝盖处擦破了皮。
对于甲而言，这已经是构成了一种损害。
但甲未予理会，轻伤处很快愈合。
换言之，损害得以恢复，只是恢复的直接原因来自于自然力。
损害借助自然力得到恢复，绝对不属于赔偿的范畴。
假设在该事例中，饭店大堂地板湿滑，是饭店工作人员拖洗地板所致，而且，饭店工作人员并未设置
诸如“小心地滑”的警示牌；再假设甲到医院治疗后，饭店为其支付了治疗费；那么，甲的受伤愈合
，就不是自然力使然，而是得益于医院治疗和饭店支付治疗费；在此，饭店支付治疗费的行为就是赔
偿，是有意识的行为。
2.赔偿是由致害人或与致害人之间有某种关系的人所作的行为致害人是其行动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人。
赔偿是致害人或与致害人之间有某种关系的人代替致害人弥补受害人的损害，而非受害人本人作出的
行为，也非其他任何个人或组织的慈善行为或救助行为。
例如，甲的手表被乙打坏，甲拿着手表到修表商丙处，修好了手表。
尽管损害得到弥补，但我们并不会说丙赔偿了甲。
再如，甲遭到乙的殴打致残，乙在被国家机关追捕的过程中死亡，国家、社会组织或个人出于抚慰的
考虑，给予甲一定的金钱救助，这也不能说甲得到了赔偿。
3.赔偿是具有金钱或财物给付性质的行为（1）不具金钱或财物给付性质的，不属于赔偿在现实生活中
，损害大致有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两类。
对于不同类别的损害，弥补的方法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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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赔偿法:原理与案例》是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原理与案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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