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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赔偿案件司法解释发布 赔偿机关主张免赔需举证

14种情形可申请国家赔偿
7 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下称《解释》），明确了 14 种情形可申请国家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合华认为，
此司法解释最大的亮点是明确了“疑罪从挂”案件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刘合华认为，司法解释明确了特定情形下疑罪从挂案件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具体而言，
当国家机关对公民的人身羁押或者财产进行查封、扣押、冻结的，在解除、撤销强制措施超过一年未移送起
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撤销案件的；或者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后虽未解除、撤销强制措施，但超过一年未
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以及未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或者逮捕措施，国家机
关对财产进行查封、扣押、解冻的立案后超过两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赔偿请求
人有权依法申请国家赔偿获得权力救济。

近年来，“浙江张氏叔侄案”、“萧山五青年案”、“王本余案”、“福清纪委爆炸案”、“呼格吉勒图案”等刑事
赔偿案件，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刑事赔偿案件虽然整体数量不多，但社会影响和关注度极高，故司
法机关在坚决防止和依法纠正冤假错案的同时，应将处理好冤错案件的依法赔偿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解释》已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赔偿标准如何定？
侵害他人财产的
按损失发生时市场价计算

在确定赔偿标准方面，《解释》对民事侵权赔
偿标准的借鉴，如医疗费赔偿标准、护理费赔偿
标准、残疾生活辅助具费赔偿标准、误工减少的
收入赔偿标准、身体伤残赔偿标准、抚养费赔偿
标准等。 又如财产损害赔偿标准，借鉴《侵权责任
法》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
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进行了
相应的规定。

对于扶养费赔偿标准，“能够确定扶养年限
的，生活费可协商确定并一次性支付，不能确定
扶养年限的，可按照二十年上限确定扶养年限并
一次性支付生活费， 被扶养人超过六十周岁的，
年龄每增加一岁，扶养年限减少一年；被扶养人
年龄超过确定扶养年限的，被扶养人可逐年领取
生活费至死亡时止”。 又如残疾赔偿金标准，“有
扶养义务的公民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赔偿
金可以根据伤残等级并参考被扶养人生活来源
丧失的情况进行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
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

赔偿范围有哪些？
违反程序或超时拘留都需赔偿

《解释》厘清违法刑事拘留的赔偿范围和标准，
在实践中对违法刑事拘留赔偿中的“违法”存在不
同的认识，《司法解释》明确对公民采取刑事拘留措
施后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 无论是违反刑事诉讼法
规定的条件， 还是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抑
或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 国家都
要承担赔偿责任。“这样的规定不仅进一步对‘违
法’ 进行了明确， 如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是
指违反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而且确定了在处理赔
偿案件时应当对刑事拘留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实质审
查，而非形式审查，以便确定是否违法。 ”刘合华说。

此外，对于“符合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
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规
定时限的”， 刑事拘留的人身自由赔偿金自拘留之
日起计算。《解释》 还对无罪羁押赔偿进行合理解
释，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
罚已经执行的，国家承担赔偿责任。

刘合华介绍，对于数罪并罚的案件经再审改判
部分罪名不成立，实践中存在监禁期限超出再审判
决确定刑期的情形。 对此，有观点认为个罪改判无
罪但非完全无罪，不属于无罪被羁押，不符合“无罪
羁押赔偿”原则。

《解释》对此争议问题予以明确，尽管被超期监禁
的公民并非完全无罪，但由于其中的部分罪名已经不
成立，针对这类具体个罪而言的超期羁押行为构成无
罪羁押，应当予以赔偿。“这样规定也是对刑事赔偿司
法实践发展的回应，如‘萧山五青年案’中的部分赔偿
请求人就存在‘再审改判部分罪名不成立，监禁期限
超出再审判决确定的刑期’的情形。 ”刘合华说。焦点1 谁能申请赔偿？

7 种决定不起诉情形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申请赔偿应当以“撤销

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为前提。
最高法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合华介绍， 在调研和就

该《解释》召开的多次座谈会上，全国各地与会代表和专家都反
映， 刑事诉讼过程中久拖未果的案件在各地普遍存在， 亟须对
“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明确，对公民申请刑事
赔偿的程序性权利予以保障。

据此，《解释》将七种特殊情形认定为刑事赔偿中的“终止追
究刑事责任”。“上述规定不仅对权利进行了保障，避免‘救济无
门’，而且较好地解决了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赔偿程序的衔接问
题，能有效地规范刑事诉讼中公权力的使用，将在一定程度上减
少‘疑罪从挂’侵犯权利的情形。 ”刘合华说。

可申请赔偿的 7 种决定不起诉情形
一是办案机关决定对赔偿请求人终止侦查的；
二是解除撤销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措施后，办案

机关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
三是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法定期限届满后，办案机关超过一

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
四是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超过三十日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五是人民法院决定按撤诉处理后超过三十日，人民检察院未

作出不起诉决定的；
六是人民法院准许刑事自诉案件自诉人撤诉的；
七是人民法院决定对刑事自诉案件按撤诉处理的。

7 种侵犯财产权情形
记者注意到，《解释》还明确侵犯财产权的刑事赔偿审查

范围。 据了解，在此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于两种情形存在较
大争议：第一是在没有撤销案件、不起诉或判决无罪的情况
下，哪些情形可以进入国家赔偿程序纳入国家赔偿法规定的
侵犯财产权的审查范围； 第二是法院作出生效有罪裁决后，
对裁决没有处理的财产，刑事赔偿程序中是否有权对相应涉
财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赔偿决定。

根据 2012 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解释》 将七种侵犯财
产权的情形纳入刑事赔偿审查范围，保证了财产受到侵害的
受害人有权进入国家赔偿程序并依法取得国家赔偿。

如“未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或者逮捕措施，立
案后超过两年未移送起诉、 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
办案机关未依法解除查封、 扣押、 冻结等措施或返还财产
的”，即属第一种情形；又如“对生效裁决没有处理的财产，
办案机关未依法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或者返还财产
的，或者违法进行其他处理的”，即属于第二种情形。

焦点2

谁可当申请人？
当事人、继承人或其他亲属

解释明确，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
他有扶养关系的亲属有权申请国家赔偿。

司法解释规定，依法享有继承权的同一顺序
继承人有数人时，其中一人或者部分人作为赔偿
请求人申请国家赔偿的，申请效力及于全体。 赔
偿请求人为数人时，其中一人或者部分赔偿请求
人非经全体同意， 申请撤回或者放弃赔偿请求，
效力不及于未明确表示撤回申请或者放弃赔偿
请求的其他赔偿请求人。

焦点3

焦点4

谁承担举证责任？
赔偿义务机关主张免赔需举证

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规定了国家不承担赔偿
责任的情形，但该条规定较为原则，对于实践中如
何正确适用存在不同认识，并且极个别赔偿义务机
关以此来规避赔偿责任。

《解释》对免责条款适用进行了规范。 第一是规
定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
的人和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三条
第二款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国家不承
担赔偿责任。 但是，对起诉后经人民法院错判拘役、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已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对
该判决确定后继续监禁期间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
的情形予以赔偿。 另外，《解释》还明确了免责条款
适用的举证责任承担。 赔偿义务机关以公民存在故
意虚伪供述、伪造其他有罪证据或自伤、自残等行
为为由，主张免除赔偿责任的，应当就该免责事由
的成立承担举证责。

焦点5

谁作为赔偿机关？
最后作有罪处理部门为赔偿义务机关

刘合华介绍， 公安机关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
后，检察机关又采取逮捕措施的，或者对公民采取
拘留和逮捕措施后， 审判机关曾作出有罪判决的，
在公民最终确定无罪的情形下，在实践中由谁作为
赔偿义务机关存在不同认识。

《解释》为了方便赔偿请求人申请刑事赔偿，规
范刑事赔偿处理程序，采取赔偿义务机关后置设定
方式，明确了以有罪方式作出过最后处理的国家机
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如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后又采
取逮捕措施，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作出逮捕决定
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又如对公民采取拘留和逮
捕措施后，法院一审判决有罪，二审发回重审后作
无罪处理的，作出一审有罪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
义务机。 （据《法制晚报》）

焦点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