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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对国家赔偿法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制度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阐述和分析，力求反映国家赔偿法理
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最新成果，并对一些热点和前沿问题进行了思考与探索，既体现了理论的系统性
，又注重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本书适合于高等院校师生、有关研究人员和各级各类公务员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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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佑启，男，法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
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兼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行政法学研究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湖北省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被评为湖北省首届十大中青年法学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8项，出版《论公共行政与行政法学范式转换》、《私有财产权
公法保护研究》、《论行政体制改革与行政法治》、《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等著作与教材二十余部
，在《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九十余篇。
科研成果获全国第二届法学教材与法学科研成果（著作类）二等奖等多项省部级奖励。

    刘嗣元，男，法学硕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现任湖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兼任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i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
项目多项，出版《国家赔偿法基本问题研究》、《宪法监督的理论与实践》、《宪法学》等著作与教
材十佘部，在《中国法学》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多项研究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

    朱最新，男，法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法律与经贸事务研究所主任，兼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广
东省法学会理事，广东省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持多项省部级项目，出版《宪政视域下的行政权研究》、《涉外行政法原理与实务》、《行政诉讼
法学》、《宪法学》等著作和教材十余部，在《武汉大学学报》、《法商研究》、《现代法学》等刊
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杨桦，女，法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兼任湖北省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项目的研究工作，出版《论电子政务与行政法治》、《税务行政
复议》、《宪法学》等著作与教材四部，在《武汉大学学报》、《行政法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
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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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国家赔偿的特征国家赔偿是国家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过程中有法律规定的侵犯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承担的赔偿责任，与其他形式的赔偿责任相比，具有以下特征
：1.国家承担赔偿责任，机关履行赔偿义务。
国家赔偿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最终支付赔偿费用，由法律规定的赔偿义务机关
代表国家履行赔偿义务。
实施侵权行为的公务人员并不直接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履行赔偿义务。
这与“谁侵权，谁赔偿”的民事赔偿不完全相同。
从国外国家赔偿制度产生的过程看，最初国家对公务人员实施的侵权行为并不承担任何责任，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由公务人员个人承担责任，直到20世纪初，各国法律才确认由国家自己承担责任。
但是，国家是抽象主体，不可能履行具体的赔偿义务，应由具体的国家机关代表国家履行赔偿义务，
因此，形成了国家责任，机关赔偿的特殊形式。
2.赔偿范围有限性。
国家赔偿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造成的损害给予的赔偿，属于国家责任的一种形式。
从赔偿范围来看，它不同于民事赔偿“有侵权必有赔偿”的原则，国家只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一
部分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国家赔偿的范围窄于民事赔偿，属于有限赔偿责任。
例如，对国家立法机关的行为、军事机关的行为以及司法机关的部分行为，即使造成了损害，国家并
不承担赔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第二章、第三章分别规定了行政赔偿
和刑事赔偿的范围，明确了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各种情形。
此外，按照赔偿法定的原则，诸如公有公共设施致人损害，法院作出的民事、行政错判，行政机关实
施的抽象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害，均不在赔偿范围之列，国家不予以赔偿。
3.赔偿方式和标准法定化。
与民事赔偿有所不同，国家赔偿的方式和标准是法定的。
我国《国家赔偿法》第四章规定了具体的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
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以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为辅助方式。
根据侵权损害的对象和程度不同，又有不同的赔偿标准，赔偿数额还有最高限制。
对于多数损害，国家并不按受害人的要求和实际损害给予赔偿，而是按照法定的方式和标准，以保障
受害人生活和生存的需要为原则，给予适当的赔偿，例如，对于公民人身自由受到的损害，国家根据
上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给予金钱赔偿，并不考虑受害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和因此遭受的其他实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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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并于1995年1月1日起实施。
这标志着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正式确立，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国家赔偿法》的颁布实施，对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促进国家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国家赔偿法》在实施中也暴露出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2010年4月2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决定》，该决定自2010年12月1
日起施行。
此次修改虽然未能一步到位，但仍是对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一次重大完善。
我们在总结自己教学与研究的一些心得体会、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新《国家赔偿
法》的具体规定，撰写了这本《国家赔偿法新论》。
全书对国家赔偿法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制度作了较为全面、深入地阐述和分析，力求反映国家赔偿法理
论研究和制度建设的最新成果，并对一些热点和前沿问题进行了思考与探索，既体现了理论的系统性
，又注重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本书适合于高等院校师生、有关研究人员和各级各类公务员阅读使用。
本书撰写的分工如下：石佑启：第一、九章；刘嗣元：第三、四章；朱最新：第二、七、八章；杨桦
：第五、六章。
初稿完成后，由石佑启、朱最新统一作了整理、审定。
本书写作所使用的有关法律、法规等文件资料截止于2010年6月。
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同行学者的有关论著，武汉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
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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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赔偿法新论》是创新思维法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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