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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序言

又是五年有余，本书迎来第三版。

此次修改主要涉及两大变化：一是法律；二是案例。

2020年，是许多年以后人们都不会忘却的一年，这一年新冠疫情
全球肆虐，但也正是在这一年，共和国法律史上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事件——《民法典》问世！它对中国的法治进程究竟会带来什么
巨大变革？遽然之间预判，为时尚早。只是，本书必须第一时间应其
落地之声而变。为使读者理解关于国家赔偿责任是公法性质还是私法
性质之争，为使读者比较、了解作为特殊侵权法的国家赔偿法与普通
侵权法之异同，本书曾多处引用《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法律
条文并提供讨论线索。这些法律条文自然随着《民法典》之颁布、实
施而废止。若不予修改，读者必定茫然。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法律，在《立法法》
上有其地位（参见第104条）。与本书相关的重大司法解释变化有五：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
释》（2018年2月6日发布）；（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
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1年3月24
日发布）；（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年12月29日发布）；（4）《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涉执行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年2月8
日发布）；（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2022年3月20日发布）。前两个与后两个司法解释的关联性自不
待言，第三个司法解释则是如上所述，出于比较普通侵权法之考虑而
关联。

本书第二版以来，国家赔偿的经典案例又出现不少。尤其是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指导案例、公报案例、典型案例的挑选



和发布上，发挥着比以往更加积极能动之作用。案例的增加，或填补
法律之空隙，或厘清法律之模糊意义，或提供引导性的法律适用，其
益处不言而喻。对于本书的修改而言，却提出了令人挠头的挑战。

迄今为止，本书第一版、第二版收录的案例，多数仍具经典意
义，其涉及的问题而非具体情境是“常青的”。不过，我国并非一个
判例法国家，案例再经典也不会构成一个先例——在没有新判例明确
推翻的情况下持续有效如法律规则一般。若不及时更新，读者或有陈
旧过时之感。更何况，亦有不少新的案例指向新的问题、新的意义。

与前两版相较，此次的案例呈现方式有了变化。之前为让读者关
注案例细节、关注“法官说法”而提供的裁判文书，不再于书中以文
本形式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每章之后附上一个相关案例二维码，扫
此码即可获得案例裁判文书全文（电子版），每章“案例讨论”板块
仅保留了案例名称和引导问题。此外，不在“案例讨论”板块出现
的、在注释中提及的案例，也都可以通过扫码获取。

感谢本书编辑、第一版付梓以来一直默默支持的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晶女士，新版书对案例呈现如此处理，不仅延展了书的阅读外延，
而且减少了书的厚度。对我而言，编辑案例集本身也是一个需要付出
心思的劳作，采用此方式，毕竟不再有前两版对裁判文书内容进行一
定删减的工作，实为幸事！

第三版其他微小的变化，不再一一细数。只是，唯有一处，必须
提及。本书前勒口“作者简介”处，配上了一幅画：未名晨曦，这是
稚子沈子越于13岁时的画作。作品中的北京大学未名湖是我终生痴醉
之地，也是他从小玩耍流连之处。感谢其慷慨授权，允许我使用此
画，也感谢夫人余伟利，提醒画作署名这一重要关节，避免有“侵
权”之嫌。感谢八十岁母亲史涪春，体谅儿子不能常伺左右。家庭虽
小，却是无限依靠之所！

第三版之错漏，请方家和读者继续评判、矫正。



沈岿
2022年4月15日

合肥·庐江



第二版序言

重新整理一本兼顾原理和实务、并身负实用性预期的法律教材，
注定是一个颇费脑筋的过程。教学使用的需要，学说与理论的变化，
规则、案例与制度的更新，教材内容的稳定性与应时性等，都是在重
新整理过程中应予充分重视和权衡考量的。

本书第一版设计的特色，究竟对教学有何作用，在本人教学体验
和学生反馈认可的范围以外，一直没有十分的把握。由此，在斟酌第
二版修改时，时不时踌躇是否有必要调整原书的设计板块。本书责任
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王晶女士，为此同我数次交换意见，最后劝
以“保持本书的特色”。而本人好友，中国政法大学高家伟教授告诉
我，他在课堂上推荐学生使用本书为教材，并分享了其使用本书的心
得。于是，保留原书风格的决心方才得以坚定。

本书问世五年有余，其间，国家赔偿的基本原理、学说变化无
多。修订时，顺应行政法学理论的发展，将“抽象行政行为”一词改
为“制定规则的行为”。除此以外，基本原理、学说方面，无论是开
放性地介绍不同观点的，还是确定地陈述本书倾向的，皆未作显著修
改。比较而言，国家赔偿的规则、案例与制度却有重大更新。尽管在
本书第一版付梓之际，《国家赔偿法》（2010）业已出台，基本框架
已经确定，然而，与国家赔偿法配套的法律、司法解释、行政法规
（对国家赔偿费用管理的规定）、地方性法规或规章以及国家赔偿案
例，大致都是旧法体系下的。五年多来，这些都有了令人瞩目的变
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同国家赔偿法密切关联的三大诉讼法——刑
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先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又陆续出台一系列司法解释、司法政策，如《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



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案件立案、案由有关问题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案件立案工作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
办公厅关于国家赔偿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适用质证程序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
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国家赔偿工作规定》《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修改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
意见》等。加之，在这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国家赔偿十大典型案
例，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八起刑事赔偿典型案例，皆
备受关注。这些变化必须在修订中予以反映。只是，本书原先设计的
每章讨论案例，是以案例反映问题的可研讨性，而不是以案例的权威
性作为选择标准的。为维系教材的相对稳定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的典型案例更多是在行文和注释中提及，而未以之替换第
一版的讨论案例。

与时俱进、反映变化，是教材修订的第一要务。纠正谬误、纰
漏，删减冗言，同样不容忽视。本书第一版出现的文字错误，较为冗
长的赘述，以及讨论案例没有必要的摘录内容、主题不相关的设问，
都尽力修正和精简。同时，本书第一版为突出《国家赔偿法》
（2010）的修改亮点，关于新旧法的比较，颇费笔墨。五年多之后，
此类比较已经略显多余，故也予以较多删减，尽管仍然保留了一些对
比内容。最后，为确保本书对参考文献的援引不至于过时，还将部分
已经有新版本面世的参考文献与旧版本进行比对，以保留未变的，更
新已变的。

本书出版以后，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选修的“国家赔偿法”
课程上，被用作参考教材。学生或者提出阅读过程中存在的疑问，或
者提出与教材不同的观点，或者提出教材有待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的地
方。学生的主动学习，是本书预想的目标之一。感谢学生们认真、积
极的求学治学精神，本书的修订离不开他们的贡献。特别感谢宪法与
行政法方向2011级硕士生刘唱同学，她为本书的部分章节提供了非常
细致的勘误表。另外，2016级博士生何于彬同学，也在新版本参考文
献的准备方面，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盛夏炎炎，此书修订，在妻儿相伴中得以完成。感谢他们一直以
来的支持，感谢余伟利、沈子越。

虽付出努力，第二版亦难免错漏，继续请方家和读者评判、矫
正。

沈岿
2016年8月20日
于北京·清扬斋



第一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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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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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材的编写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
“著者在说话”。其实，如果要在教材中体现出对法律运作现实而不
仅仅是对基本原理、技术规范的关怀的话，那么，使用一些判决书，
根据需要删节其中部分内容，应予保留的则原样保留，就会在著者之
外让“法官在说话”。尽管采用哪些判决书、删节哪些、保留哪些，
著者的意志仍然十分强烈，但是，法官的判案思路、逻辑、结论以及
语言，毕竟被展示出来，从而可以让读者（主要是在校的学生群体）
更加真切地贴近“行动中的法律”，哪怕只是部分地贴近。

第三，国家赔偿是国家为公务组织/人员执行职务过程中侵犯人民
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负责赔偿，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赔偿责任。国家赔
偿法也是特别的侵权法。因此，国家赔偿法与普通侵权法——也就是
民法或私法的侵权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上，国家赔偿法
就是脱胎于普通侵权法，后者可谓前者的“母法”。在许多基本原
理、理论和规则方面，二者具有共同性和相通性。不过，现有的多数
国家赔偿法教材，在国家赔偿法与普通侵权赔偿法的比较、借鉴方
面，甚少着力。我在授课与讨论时，经常会向自己和学生提问：民法
上、普通侵权法上，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由此，既希望国家赔偿
法的未来发展能更多地汲取普通侵权法的营养，同时希望能够在某些
问题上，了解国家赔偿法的特殊之处。“当缺少对比又不了解差异的
时候，一只公鸡能够冒充一只孔雀或者一只夜莺。”[2]

鉴于以上三点粗浅的认识，我有意尝试撰写一本新的国家赔偿法
教材。该教材面向法学研究生以及高年级法学本科生。撰写的主要目
的是，以问题探究为出发点，通过理论梳理、法律文本解读和案例分
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国家赔偿法领域的若干重要理论与实务问题进行



探讨，以期能够超越理论混乱和制度局限，对当前国家赔偿法的现状
以及未来可能的改革，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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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本教材的撰写，还试图较多地体现我自己的授课重点和研
究思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偏向于研究型或专著型教材的特点。这种
尝试有利有弊：利者，可在内容、形式上适当地有别于其他教材，从
而不至于因为太多的雷同而很快地被淹没于芸芸之中；弊者，的确会
在知识点上有所取舍，会在阐述过程中挂一漏万，以至于不能做到周
全的覆盖。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几乎所有国家赔偿法教材中都



会论及的“国家赔偿费用管理”这部分内容，在本教材中虽有零星
的、分散的述及，却未成独立章节。依个人浅见，如何在政府系统内
确立合理的赔偿费用管理体制，尽管是整个国家赔偿制度之中非常重
要、具有关键性影响的部分，但是，这更多地是“政治的”或“管理
的”问题，而不是“法律的”问题。站在赔偿请求人或赔偿决定者的
视角，如何解释和运用法律规则解决国家赔偿请求，才是关注的重
点。因此，我放弃了最初将其作为独立一章或一节的设想。不过，我
相信，本教材之不足，读者可通过阅读其他教材予以克服；本教材之
特色，读者或许会从中受益一二。

以上诸般努力，究竟成效如何，惶恐之至，有待方家和读者评
判、矫正。

2010年9月5日
于北京·清扬斋



致谢

首先，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王晶女士。许多年前曾经的学
生，就职于北京大学出版社以后，始终给予曾经的老师以鞭策。没有
她的督促，本教材不会在炎炎夏日下、一种几乎完全“闭关”的状态
之中写成。“就当是避暑了，思考可以让人冷静。”她如此笑谈。我
深以为，有这样的学生，是老师的幸运。也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
有这样的优秀编辑，其在业界的卓越声誉自然不足为奇了。

其次，本教材酝酿已有三年之久。要感谢在2008—2010年的春季
学期选修我的“国家赔偿法”课程的北大法学院法学硕士研究生。他
们是：（2006级）姬玉洁、李爽、李子瑾、田飞龙、王成、王守利、
王元朋、周辉；（2007级）房海强、付宇程、黄珊珊、裴铭光、苏
宇、王铁章、王亚霖、吴群峰、阎天、姚富国、赵晓一、周佳；
（2008级）黄小林、黄晓霞、蒋英林、金怀宇、王玲、谢珂珺、张微
林、朱毅峰；（2009级）戴杕、高俊杰、靳如悦、李朝丽、李小威、
卢永琦、潘智欣、万祎伊、于明君、张砚、刘远萍。其中，绝大部分
学生主修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偶有主修民法学专业的。没有他们在
课堂上的认真报告与热烈讨论，就不会促成本教材之中较为成熟的观
点，更不易发现自己认识中的致命伤。

再者，一如既往地感谢北京大学法学院。这是一个令人感到荣耀
的地方，先贤给予的荣耀，不能在我辈手中毁灭。故有荣耀处必有责
任，无责任则无荣耀之资。身处其中，始终有无形之鞭，催人于学术
上不敢懈怠。尤其感谢北京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在撰写本教材过程
中，给予了图书借阅的不受限制的便利。

最后，要感谢我的家人：母亲史涪春、贤妻余伟利、稚儿沈子
越、大姐崔凤。即将“出关”之人感谢他们的容忍和宽宥，也希望下
次“闭关”能够继续得到他们如此厚待。



沈岿
2010年9月5日

于北京·清扬斋



案例清单

（具体内容请扫描各章二维码查看）

第一章　国家赔偿基本理论/1

案例讨论

案例1-1　陈太湖与乐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其他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上诉案/16

案例1-2　东营市东营区城市管理局与姬文清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
再审案/17

案例1-3　苏德琼申请铜梁县公安局行政赔偿案/45

第二章　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46

案例讨论

案例2-1　海南新世界彩色冲印有限公司申请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违法保全赔偿案/62

案例2-2　李尚英等与广饶县交通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政赔偿上诉
案/70

第三章　国家赔偿责任构成要件/88

一、案例讨论

案例3-1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人民政府与刘结明其他强制复议纠
纷再审案/112



 

 



案例3-2　许水云诉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政府房屋行政强制及行政赔
偿案/112

案例3-3　刘振兴因其合法财产被错误执行造成损失要求叶城县人
民法院赔偿案/112

案例3-4　周双娣、潘根生诉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横溪镇政府侵犯
人身权并要求行政赔偿案/123

案例3-5　张某诉某区街道办事处案/124

案例3-6　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
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纠纷案/133

案例3-7　马萍申请国家赔偿案/133

案例3-8　祁县华誉纤维厂诉祁县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134

案例3-9　钟玉生诉海口市人民政府、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政府拆除
房屋及行政赔偿案/134

案例3-10　王国清等请求泸州市纳溪区水产渔政管理站行政赔偿
案/143

案例3-11　沙明保等诉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政府房屋强制拆除行
政赔偿案/144

二、注释案例

叶寿美申请江苏省南通监狱虐待致伤国家赔偿案/144

第四章　国家赔偿的范围（一）/145

一、案例讨论

案例4-1　上海汇兴实业公司诉上海浦江海关行政赔偿案/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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