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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一
项重要工作，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摘自2022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三十年风雨兼程，国家赔偿在实
践与探索中，已经从小小幼苗成长为
硕果累累的参天大树。人民法院国家
赔偿审判工作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展
现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辉煌成就，也映
照出人权保障的熠熠光辉。

三十年来，人民法院依法履行国
家赔偿审判职责，切实保护和救济受
到侵害的权利，有力促进国家机关依
法行使职权，坚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与和谐安宁，在平冤理直、纠错正偏、
保障人权、修复公信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

这是一条从“有
法可依”到“良法善
治”的奋进之路，也
是 一 条 从 “ 事 后 救
济 ” 到 “ 源 头 治 理 ”
的创新之路。

保障人权，以
司法之力守护公民
权利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以 习 近 平 同 志 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 人 权 法 治 保 障 ；党
的 十 八 届 三 中 、四 中
全 会 提 出“ 完 善 人 权
司法保障制度”“加强
人 权 司 法 保 障 ”的 重
大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
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推动人权事
业全面发展。

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审判工作保障
人权、规范公权，落实的是宪法法律规
定的国家责任，事关民心向背，事关党
的执政根基，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
或缺。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
军在纪念国家赔偿法颁布 30 周年座
谈会上指出，三十年来，人民法院依法
履行国家赔偿审判职责，切实保护和
救济受到侵害的权利，有力促进国家
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坚决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与和谐安宁。

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
民检察院联合颁布《最高人民法院 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司法解释》），在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
方面有了很多实质性进步。

《司法解释》明确了疑罪从挂案件
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第
二条、第三条将一些特殊情形认定为

“终止追究刑事责任”，并可据此启动国
家赔偿程序，直接针对司法实践中长期
存在的刑事办案环节挂案不作结论的

“程序梗阻”现象，解开了受害人要结论得
不到、要赔偿不受理的死结，使国家赔偿
法的权利救济保障功能得以发挥。

三十年来，人民法院妥善审结呼格
吉勒图亲属、聂树斌亲属、吴春红、张氏
叔侄、陈满、刘忠林等人申请刑事赔偿
案，以法治平冤理直，以正义抚慰人心；
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加强产权平等保护、
优化营商环境的精神，妥善审结沈阳北
鹏公司申请刑事赔偿等重大涉财案件。

据悉，1995 年至 2023 年全国法院共
受理国家赔偿案件 31.8 万件，其中司法
赔偿案件 9.9 万件，决定赔偿金额 75.35

亿元。与 1995 年相比，2023 年国家赔偿
案件受理数量增长了 17.55倍，侵犯人身
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标准从 17.76 元增长
到 436.89元。

健全制度，以规范之尺丈量
司法公正

2022 年 2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就中国人权发展道路进行第三十七次集
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
调，要加强人权法治保障，深化法治领域
改革，健全人权法治保障机制，实现尊重
和保障人权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
链条、全过程、全方位覆盖，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
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2010 年国家赔偿法的修改为国家
赔偿制度完善提供了契机。

除上述《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
还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
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等重要司法解释，丰富了实
体裁判规则，提升了人权保障水平；

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赔偿
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申诉
监督的实体要件和程序规则；

开展多次全国法院国家赔偿案件质

量评查工作，对各级法院执法办案能力
进行全面“体检”；

出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国家赔偿司法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
规范国家赔偿审判办案流程公开、听证
质证公开和文书公开，增强了工作透明
度和影响力；

……
三十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

了百余件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以及近
百件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各级人民法
院不断总结经验，规范办案程序，建立了
赔偿案件立案标准、赔偿案件审理程序

等一系列工作规范和工作机制，陆续制
定了听证程序、请求时效、精神损害赔偿
等制度规范，国家赔偿法使用规范体系
日益完善，为国家赔偿制度提供了有力
司法保障。

源头治理，以预防之策筑牢
法治根基

古人说：“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
医之于无事之前。”法治建设既要抓末
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

没有错案就没有赔偿。国家赔偿案
件敏感性强、关注度高、诉讼链条长，做
好“抓前端、治未病”的工作尤为重要。

如何从“事后救济”向“源头治
理”转变？

2023 年 9 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召开全省司法赔偿警示教育大会，逐案
实名通报、深挖问题根源、“一把手”现身
说法……力求提高审判执行工作质效，
促推作风转变；

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关于建
立刑事国家赔偿工作通报沟通机制的若
干意见》，明确了加强日常交流沟通、定
期召开联席会议、联合开展专项
调研等一系列方法措施，
着力前后端并治；

湖 南
省 高 级 人 民
法院推行“一案
一建议”制度，充分
发挥国家赔偿倒逼机
制的作用；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
人 民 法 院 初 步 形 成 了 回
访、联动帮扶、精神抚慰等
机制，助力国家赔偿案件实

质 性 化
解，冤错赔
偿案件调解
率达到 70%；

……
多 年 来 ，人

民法院充分发挥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法治的优势，在
党 的 领 导 下 积 极
争取各方支持，促
推 做 实 做 好 国 家
赔 偿 案 件 的 源 头
治理。

三 十 年 初 心
如一，新征程使命
光荣。

每一次高效、
公正的国家赔偿

救济，于权利受损群众而言是物质和精
神的双重抚慰，于国家而言都是以法治
方式治理社会、修复关系的一次宣示。

新征程上，人民法院将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更加自觉把习近
平法治思想落实到实处，准确实
施国家赔偿法，奋力推动国家赔
偿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努力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切实
在全面依法治国这场国
家 治 理 的 深 刻 革 命 中
履好职尽好责，为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 进 强 国 建 设 、
民族复兴伟业
做出新的更
大贡献。

国家赔偿：体系日益完善 保障愈发有力
本报见习记者 贺 晴

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履行国家赔偿审判职
能，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通过完善
国家赔偿审判相关制度规范、创新工作机制，显
著提升了权利救济效能。同时，在审判中贯彻

“如我在诉”“如我求偿”意识，通过依法平冤理
直、纠错正偏，不仅维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也
促进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
为法治社会建设注入制度性保障。

我建议，人民法院要强化司法解释，构建国
家赔偿典型案例数据库，运用类案强制检索制
度统一裁判尺度；完善国家赔偿与司法救助衔

接制度，探索建立更加科学、系统、协调的立体化救济模式；健全联动机制，实
现赔偿决定与追责处理的程序衔接，建立责任倒查与履职评价联动机制，有
效预防违法；进一步完善国家赔偿制度，加强配套规范体系的建设，促进国家
赔偿审判的统一性；进一步加强国家赔偿法的释法工作，既让公民了解国家
赔偿法内容，更好地行使权利维护自身权益，也让国家工作人员了解国家赔
偿的范围，更好地规范职权的行使。

（本报记者 陶 琛 本报通讯员 周 朕 整理）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
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博士
生导师 万步炎

监督制约机制彰显法治文明进步

国家赔偿彰显法治力量和温度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石化集团技能大师、中石
化四建公司工匠学院焊接
教练 张振连

近年来，人民法院依法办理了赵作海、聂树
斌、张玉环等一批社会关注的刑事赔偿案件，让“国
家赔偿”越来越为人民群众所熟知。

国家赔偿法作为一部落实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原
则的重要法律，实施三十年来，先后两次修正，国家赔
偿制度不断完善，赔偿程序更顺畅，赔偿范围更广泛，
费用支付更有保障，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
法权益，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为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建议，在今后的贯彻实施中，一方面，国家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要依法行使职权，更加注重人权保
护、更加尊重程序正义、更加追求公正与效率，减少
国家赔偿案件的发生；另一方面，人民法院要依法赔偿，当赔则赔，旗帜鲜明地讲
救济，设身处地为人民着想，灵活运用各种方法，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努力让人民
群众通过国家赔偿审判感受到公正与温暖。 （本报记者 吴玉萍 整理）

图为 2015 年 10 月 30 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
院对辖区两级法院从事行政审判和国家赔偿相关工作
的人员进行国家赔偿法专题讲座培训。 尚 博 摄

编者按

2024年是国家赔偿法颁布 30周年。这部法律的实施，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
法权益，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加强产权平等
保护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为迎 2025年全国两会，展法院风采，本报今日
特推出国家赔偿审判工作30年巡礼专版，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