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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精解》是根据宪法制定的，于1994年5月12日通过，1995年1月1日起实施
。
这部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对于保障公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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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了一批国家赔偿案件，一批当事人依法获得
了国家赔偿。
总的来看，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建立与实施，在国家的法制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国家赔偿法》在实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赔偿程序的规定比较原则，对赔
偿义务机关约束不够，有的机关对应予赔偿的案件拖延不予赔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有的地方赔偿经费保障不到位，赔偿金支付机制不尽合理；赔偿项目的规定难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
此外，刑事赔偿范围的规定不够明确，实施中存在分歧。
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阻碍了赔偿请求人及时有效地获得国家赔偿。
近年来，各有关方面提出需要对《国家赔偿法》进行必要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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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局面，确保人
民安宁幸福的生活，国家机关有权对社会进行管理。
而权力总是容易被滥用，因此，必须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进行监督，确保国家权力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
、范围、主体、条件以及目的而运用。
为此，国家建立了诸如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等制度来确保国家权力的合法行使。
但是，这样的监督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足，比如立法监督多针对抽象性的职权活动而难以针对具体
的执法活动；行政监督过于依赖行政系统内部监察机关的主动性以及积极性而难以保证其效能；司法
监督则只能通过撤销判决来监督却不能通过施加惩戒性责任来监督，因而监督力度较弱。
而且，这些监督多针对国家机关而很少针对公务员个人，而公务员才是真正的具体运用国家权力的人
，因此这些监督很难落实到具体的公务员个人，他们往往躲在国家机关背后而逃脱制裁，致使监督无
法彻底地发挥功效，而国家赔偿法则可以弥补上述监督的不足。
通过施加物质性的赔偿责任，并给予违法否定性评价，《国家赔偿法》比其他监督制度更能给违法行
使职权的机关带来更直接、更尖锐的制裁。
这样的制裁必将产生更好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功效。
同时，因为国家赔偿通常是由受害人的申请或起诉而启动，具有强烈的外部性，因此相较于由国家机
关所启动的内部监督，国家赔偿的监督功能更容易得到贯彻落实。
此外，通过《国家赔偿法》的追偿制度，《国家赔偿法》直接将监督落实到对职务侵权行为具有重过
错的公务员身上，直接对公务员进行了责任追究与惩戒，从而确保了监督功能的落实。
而为了避免承担否定性惩戒，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然会提醒自己谨慎行使职权，严格依照法律规
定行事，由此逐步确立依法办事的法治观念与工作作风。
4.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属于自诉案件范围，控诉权归属于被害人行使，对于这类案件，行使起诉权、放弃
起诉权和撤回告诉均属被害人自由处分的权利范围，检察机关一般不得过问。
至于哪些案件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案件，应当依据刑法规定认定。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我国《刑法》确立了罪责自负原则，司法机关只能对实际构成犯罪的行为人行使追诉权，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死亡，追究其刑事责任已无实际意义，故而人民检察院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已经死亡的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①共同犯罪案件中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并不影响人民检察院对案件情
况进行全面审查并就共同犯罪案件的全部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只是人民法院判决时应当区分罪
责，正确地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以期符合罪刑法定主义的原则要求。
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是否仍可继续侦查以查清全部案件事实并追缴违法所得财物，法律未作规
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实际做法是：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案件，确有必要时侦查部门在
查清案件事实并追缴违法所得财物后终止诉讼。
③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申请，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可以在查清案件事实后终止
诉讼活动。
这种做法，有利于使无辜者的犯罪嫌疑得到洗刷，恢复无辜公民的名誉，这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合法权益的一项救济措施。
不属于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如果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
可以依据本法第17条第1项要求国家赔偿。
6.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刑事司法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确定被羁押人属于不追究刑事责任
的人后，违法延迟释放被羁押人的，对于延迟释放期间的羁押，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二）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作为免责事由《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
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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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学理上所称的“酌定不起诉”。
这种情形与《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在本质上有类似之处。
即被羁押人有犯罪行为，只是犯罪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
法的规定，依据刑事政策的考量而酌定不起诉。
因为被羁押人危害社会行为的存在，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
人民检察院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在实体法上产生确定被追诉人
无罪的结果。
在程序上，人民检察院虽然有自由裁量权，但仍然以满足该款规定为前提。
①应当是犯罪情节轻微的情形。
此处“犯罪情节轻微”的理解必须同起诉条件联系起来。
此处“犯罪情节轻微”中的“犯罪”是指检察机关已经尽其所能查清了案件事实并认为案件已经达到
了法定的起诉条件。
即《刑事诉讼法》第141条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必须达到“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
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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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精解》：法条释义，背景解读，实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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