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特殊程序--14.7 刑事赔偿程序--14.7.2 刑事赔偿范围

一、 侵犯人身权的赔偿

《国家赔偿法》第 17 条规定了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在刑事诉讼中侵犯人身权应予赔偿的五种情形，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

又称冤狱赔偿；另一类是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

（一）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赔偿包括违法拘留、超期拘留、错捕和错判四种情况。其中违法拘留、超期拘

留和错捕是判决生效前的羁押；错判是在判决生效后的羁押。

  第一，违法拘留和超期拘留。《国家赔偿法》第 17 条第 1 款规定：“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

拘留措施的，或者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

规定的时限，其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应予国家赔偿。这一条

款包括违法拘留和超期拘留两种情形。《刑事诉讼法》第82 条对拘留的条件做了规定，包括：正在预备犯

罪、实行犯罪或者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在身边或者住处发

现有犯罪证据的；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不讲真实姓名、

住址、身份不明的；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等情形之一。如果违反上述规定对公民实

施拘留的，就属于违法拘留。超期拘留是指实施拘留时的条件和程序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但拘留的期

限超过了刑事诉讼法的要求。并非所有超期拘留均属国家赔偿范围，只有案件后来被撤销、犯罪嫌疑人被

不起诉或者被告人被判决宣告无罪而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才属国家赔偿范围。对超期拘留赔偿条件的限制，

存在一定的争议。

  第二，错捕。1994 年《国家赔偿法》第 15 条第 2 款规定：“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属于国

家赔偿范围。1996 年《刑事诉讼法》第 60 条规定的逮捕条件是：“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

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

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二者存在冲突，实践中如何界定“错捕”存在较大争议。2010 年新修订的

《国家赔偿法》第 17 条第 2 款规定：“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

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属于国家赔偿范围，2012年修订的《国家赔偿法》也保留了这一规定。根据这一规

定，对逮捕措施是否实施赔偿，取决于其后被追诉者是否被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相对于旧法的规定，这一标

准可操作性更强，也解决了与刑事诉讼法的冲突问题。

2012 年《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的修改不影响《国家赔偿法》上述条款的实施。但这一条款可能不
利于及时中止程序，将犯罪嫌疑人从刑事诉讼中解脱出来。

  第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这里的“原判刑罚”是指原判剥夺人身自

由或者生命的刑罚，不包括管制、有期徒刑缓刑及剥夺政治权利等刑罚。因为管制是在社会上监督改造的

刑罚，没有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有期徒刑缓刑，是有条件地不执行原判刑罚，并没有被羁押。但判决

之前的羁押期间需要赔偿。“已经执行”包括已经全部执行或者部分执行的情形。原判刑罚生效执行后，经

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的，受害人理应申请国家赔偿。

  上述因违法拘留、超期拘留、错捕、错判等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而引起赔偿的共同特点在于：必须是

对受害人实际剥夺了人身自由，进行了羁押。办案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了取保候审、监视

居住等强制措施的，结案后认定无罪的，由于没有羁押，不属于赔偿的范围。2012 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

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规定，并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这意味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带有一定的羁押性。应考虑将违法或超期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二）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

  第一，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

或者死亡的，是指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看守所管理、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使用或唆使、放

纵他人使用肉刑、变相肉刑或其它方法摧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造成其身体伤害或者死亡。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xxi/gjjdxx/14tbcx/index.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xxi/gjjdxx/14tbcx/143xspccx/index.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94.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94.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87.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86.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94.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94.htm


 

 

     

 

     

 

  

 

 

 

 

    

 

    

 

    

 

    

 

     

    

  第二，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武器、警械是指枪支、警棍、手铐、警绳

和其他警械。关于武器、警械的使用条件和强度，《人民警察使用武器警械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中实行正当防卫的具体规定》等都作了

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如果人民警察和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

及其他依法执行职务的人员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应当予以赔

偿。

  生命健康权是公民最基本的人权，即使是罪犯，其生命健康权也受法律保护。因此，对其刑讯逼供、

殴打、虐待以及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的伤害或死亡的，国家应予赔偿。

二、侵犯财产权的赔偿范围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 18 条的规定，刑事诉讼中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财产权应

予赔偿的情形有两种：一是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而查封、扣押、冻结的是与

案件无关的财物或存款，超出法定范围查封、扣押财物或冻结存款，追缴的财物不是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

而是其合法的收入，没收的财物不是违禁品，不是犯罪分子用以作案的个人物品等。二是依照审判监督程

序再审改判无罪，证明原判确属错误。如果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了的，则除退还罚金、没收财产

部分外，国家还应赔偿公民因此而受到的损害。

三、不适用刑事赔偿的情形

《国家赔偿法》第 19 条对刑事诉讼中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几种情形做了规定：

（1）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假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这是指公民在没

有受到强制的情形下，以使侦查、起诉、审判发生错误为目的，或为他人承担罪责，使真正的犯罪分子逃

脱法律制裁而故意作虚假的有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的情况。对这种情况不予赔偿是各国刑事赔

偿的通例。但是，由于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威胁等行为而使受害人迫不得已、屈打成招而承认自己有

罪或者提供所谓“证据”而被羁押或者被处刑罚的，不能认定为故意作虚假供述或者伪造有罪证据，国家对

该公民受到的损害仍应承担赔偿责任。

  （2）依照《刑法》第 17 条、第 18 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这是指实施了刑法所禁止的危

害社会的行为，但因其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或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不负刑事责任的，公安司法机关在未

弄清行为人的年龄和实际责任能力前曾对其进行了羁押，行为人不能请求赔偿。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

但是，在公安司法机关没有弄清被告人的精神状态的情况下，对其采取了强制措施，事后证明被告人由于

精神病而不负刑事责任，对这种情形，国家也不承担赔偿责任。

  （3）依照《刑事诉讼法》第 15 条（现已修订为第16条）、第 173 条第 2 款（现已修订为第177条第2

款）、第273条第二款（现已修订为第284条第2款）、第279条（现已修订为第290条）规定不追究刑事责

任的人被羁押的。《刑事诉讼法》第16 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犯罪已过追

诉时效期限的；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死亡的；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等原因而曾被羁押的，国家不予赔偿。《刑事诉讼

法》第 1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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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规定，因酌定不起诉而被释放的犯罪嫌疑人不能因先前被羁押而要求

赔偿。而因证据不足被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则可以要求国家赔偿。《刑事诉讼法》第284条第2款规定："

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没有上述情形，考验期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

诉的决定。"根据这一规定，因附条件起诉而被释放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能因先前被羁押而要求赔偿。

《刑事诉讼法》第290条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

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

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根据这一规定，因达成和解协议被作出不起诉决

定的犯罪嫌疑人不能因先前被羁押而要求赔偿。

  （4）行使侦查、检察、审判职权的机关以及看守所、监狱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

行为。

（5）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6）法律规定的其他免除国家赔偿的情况。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94.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94.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567.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87.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87.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87.htm
http://jpkc.ne.sysu.edu.cn/xsssf/kctz/zyfg/zyfl/4338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