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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的思考

◆吴尚坤

(北华大学, 吉林 吉林１３２０１３)

【摘要】在司法实践中,根据各种错综复杂和多样的社会关系问题,而引起的当事人提起精神索赔请求的客观现实,精

神损害赔偿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已经被赋予了更多“变通”之处.不论是精神赔偿的请求权人还是受害者都能够在法律

规定区域内,进行自主、灵活的选择诉讼方法,但是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所适用范围的划分却是个难点.本文就精神损

害含义的划分、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价值及其范围等进行梳理分析,并提出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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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典》第一千六十五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此之

前，最高人民法院也曾多次以“人身关系”为事由规定精神

损害赔偿问题。 从法理上分析，精神损害赔偿不仅是一种

独立的民事权利，也与他人的人格尊严紧密相关。 从“社

会价值观念”及社会层面分析，精神需要通过物质来实现；

而当该客体一旦被他人侵害的话，即可以通过一定程序使对

方付出代价或获得精神上的慰藉。 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

下，即使当事人的精神受到了侵害，也是可以利用诉讼制度

来保护的。

一、精神损害含义的界定

所谓精神损害，是指对自然人的人格尊严造成了极大的

精神伤害。 当主体的生命权、人身权、隐私权、肖像权、姓

名权、名誉权等基本权利遭受精神损害，个人有权请求制止

影响、恢复名誉，或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或请

求精神损害赔偿。 而认定民事侵权责任方式所需要符合的

基本要件有四个：一是对侵权行为人构成的精神伤害；二是

侵权人主观上存在过错；三是侵权行为手段；四是行为造成

财产损失。 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应如何判定？ 以人身侵权责

任为例，《民法典》关于过错侵害赔偿的规定即是对精神损

害赔偿问题的规定。 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也明确，侵权行为

造成他人精神损害，应当赔偿因该侵权行为所致精神损害的

损失。 适用于以下几种情形：因过错侵害造成他人民事权

益受损，甚至带来恶劣影响；侵权人故意不履行义务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 对于以上情形有何限制？ 可以由侵权人或

第三人来进行认定。 第一，当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精

神损害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且不为损害发

生时所处主观状态的。 第二，第三人如何认定？ 正如前文

所述，精神损害是指自然人或者法人被侵害后所造成的心理

损害、精神痛苦等，故而法律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具体包

括精神损害抚慰金待遇的期限、侵害人应当存在的民事赔偿

责任和受害人因精神损害造成的损失等。

这里要特别指出，不是全部侵害行为都可以产生恶劣影

响。 所谓“造成恶劣影响”是指行为人行为给受害家庭正

常生活或者个人信誉等方面造成严重损失。 其具体要求应

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一是侵权行为具有严重过错；二是侵权

行为造成了受害人家庭及个人信誉等方面不利影响；三是侵

权行为造成受害人人格损害结果导致其家庭或个人名誉受

损。 这里不包括名誉受损这样的情形。 也就是说，当侵权

人行为没有恶劣影响时，即使侵害行为本身是对受害人人格

尊严造成一定损害之情形，也不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对此，如果侵害人已经造成损害或者已经对受害人人格造成

一定损害(如受伤害方在社会上享有一定地位)，但不能以此

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则不能适用此条。 需要注意的是，在

侵权案件中“侵权人”必须是行为人所实施侵权行为在侵害

时并非受害人本人所为的“行为人”，才可以主张精神损害

赔偿。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

随着《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出台，越来越多的民事法律

对精神损害赔偿作出了规定。 从主客体以及造成的影响来

看，精神损害赔偿具有以下三种功能。

(一)能够抑制对受害人的侵害，防止侵害人逃脱法律

制裁

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了被侵害人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

害造成的损失。 比如，以侮辱、诽谤、威胁、殴打或者公然

侮辱等方式侵害他人人身自由、生命、身体权利或者造成严

重精神损害等行为，受害人可以要求行为人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停止侵害行为；二是消除侵害行为带来的影响；三是对

侵害行为及影响进行赔礼道歉；四是对侵害行为造成的损失

进行赔偿并承担民事责任。《民法典》重申了精神损害赔偿

的侵权责任，这一条款虽然是单列一款作出了规定，但体现

了对过错行为制裁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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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以防止受害人及其家人承受不必要的精神痛苦

人是社会人，具有强烈的感情，所以对被侵害的人给予

情感上的抚慰非常重要。 但是人有感情时也会产生生理反

应，会产生一些应激反应，如果不对其进行精神损害赔偿，

他们往往会在现实生活中承受一定程度的精神痛苦。 因

此，法律也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从而能够防止被侵害

人及其家人遭受不必要的精神痛苦。

三、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从目前相关的法律规定分析，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还是比较广泛的，不仅包括《民法典》规定的侵权责任，还

包括《侵权责任法》里的一些条款。 根据“公序良俗”之规

定以及《侵权责任法》等其他法律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来

看，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最广的还是《侵权责任法》。

但是在法律的具体条文中，并没有对民事诉讼中可以支持精

神损害赔偿作出具体规定。 不过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

可以肯定的是民事领域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对于民事

诉讼而言，除了诉讼时效、因合同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可以

适用惩罚性赔偿之外，还可以适用精神损害赔偿。 从字面

理解“因侵权而受到的损失”，应为因侵权行为造成自己人

格权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犯造成损失以及受到精神痛

苦，该损失应当予以填补，故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对

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而言，虽然我国《侵权责任法》中没有

涉及相关规定，但已经明确要求以赔偿当事人精神损害的情

况来确定赔偿数额方式。

(一)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是指侵权人基于损害他人的人

身或财产权益，以受害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名誉、荣誉等受

到损害为后果，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制度。 其目的在

于通过司法裁判对侵权人的侵权行为给予惩罚性的惩罚或经

济上的赔偿，从而实现权利救济与财产利益救济并重，进而

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目的，使侵权人不敢越线而

逃，不敢以身试法。 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在“侵权人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他人的人格权遭受侵害”时，一般可以

获得一定程度上的精神损害赔偿。 但由于各方面能力及社

会地位或者财产状况等因素，当事人可能无法获得包括赔偿

在内的救济方式。 因此，司法解释对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

偿的构成要件进行了明确界定并予以了规定：“精神损害赔

偿请求不得超过被侵害的民事权益所造成的实际损失；精神

损害抚慰金支出费用”。 该规定进一步确立了法律规定应

当给予赔偿责任的情形，但并未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必

须依法予以确定才能予以司法救济的法律原则。 因此，在

具体到民事侵权行为中，被侵害对象的不同以及受害人是何

种民事权益等因素下，可能会对该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产生影

响，也有可能是无效、可撤销等情况。

(二)侵权行为方法

侵权行为方法，指行为人对自己所犯的侵权行为所采取

的措施和造成的后果所负的责任。 根据该行为方法所能引

起或造成其损害后果的程度及严重程度等因素，可以分为主

观过错型侵权行为方法和客观行为方法。 主观过错主要指

行为人主观上对其所犯侵权行为造成了较大的心理创伤；客

观上导致侵权行为与过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在一定条

件下具有因果关系。 主观过错型侵权行为属于过失侵权行

为，需要承担过错责任，侵权人主观过错具有过失，这是最

基本的要件。 只有过失才能达到赔偿权利人的损失，导致

其人身权益受到损害，受害人有权向侵权人主张法律允许的

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 所以，侵权行为方法是过错责

任原则在人身侵权责任领域的普遍适用。 民法对侵害人适

用过错责任原则也是最常见情况之一，而《民法典》则对此

做出了调整。 直接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之法理。《侵权责任

法》也明确规定，民事侵权之诉讼应当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制

度。 可见，只有在侵害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才能

实行精神损害赔偿赔，对于严重损害他人名誉等的行为，不

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 可以说，精神损害赔偿是具有一定

预见性的，对于受害人来说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进行自我修

复；也可以弥补因侵权给受害人造成的精神损失，这种损害

不受其他民事责任侵害的影响和限制。 根据民法人格权编

以及《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与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可以根

据侵害人的人身权利取得方式、财产损害造成原因等因素确

定其民事责任范围。 但是有一个例外：“精神损害抚慰金请

求权的行使不得损害他人人格权或者其他合法权益；不得使

对方受到终身痛苦或者其他人格利益”；民事权利能力自始

有效。 因此，除侵害造成死亡等严重后果之外，有较大可

能性将受到法律规定的其他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保护。

(三)精神损害赔偿标准

根据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

根据以下因素来确定：一是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二是侵权人

的侵权行为基于什么目的、采取什么方式、在什么场合行使

等情形；三是侵权行为造成的后果；四是侵权人的获利情

况；五是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是受理诉讼法院所

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侵权人为确定具体数额，还应当充

分尊重被侵权人的意愿，也就是由当事人协商确定。 当当

事人协商不成的，才由人民法院审理判决。 人民法院或者

仲裁机构参照前款规定的确定方式合理确定，并向当事人告

知后，当事人未作表示的，视为不发生效力。

(四)赔偿范围

侵害人身权益，应当赔偿的范围包括：医疗费、护理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除

了赔偿直接损失之外，精神损害赔偿还包括消除影响、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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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赔礼道歉等。 因此，精神损害赔偿不仅包括医疗

费，还包括精神抚慰金和损失，是两个不同的范畴。 所谓

精神损失，需要对被侵权人或者其近亲属遭受的肉体上或者

经济上致残等严重损失给予适当补偿。 例如，被侵害人死

亡或者因伤残支出的费用，一般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和

被抚养人生活费等，以及因侵权所造成的其他损失，还包括

被抚养人生活费等费用。 死亡赔偿金与抚养费的数额，一

般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标准来计

算。 应当支付给死者亲属的赡养费、抚养费也应计算到损

失中去。 由于我国司法制度对于精神损失具有一定的自由

裁量权，当发生精神损害赔偿时，可以要求行为人停止侵

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 进行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时，

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酌情确定赔付比例。 具体可以参照

《侵权责任法》相关规定进行计算和裁判。

(五)诉讼时效

《民法典》明确规定，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三年。 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

计算。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但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人民法

院应当认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存续。 自权利受到侵害之日

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但是，有特殊情况

的除外，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关于

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延长问题，民事权利受到侵害造成民事

权利失效的，受害人可以请求民事权利受到伤害的权利人依

照《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造成不能民事权利消

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作出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当及时履行义务；但是法律规

定的除外。

四、结束语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人格权的保护通常是以民法来进行

的，而针对于刑事法律所规定的人身权利，则往往难以得到

救济。 民事侵权案件也是侵权的一般规则和基本规则与

《刑事诉讼法》规定保护公民人身权益不受侵害具有天然的

相似性。 如果民事案件中受害人或者其继承人起诉到法

院，要求对刑事案件中追究精神损害赔偿的话，民事案件中

也应该有规定。 而且，民事责任和刑事案件中都是以行为

人受到损害为前提进行处罚。 两者共同保护民事主体的人

身和财产权益不受侵害，是我国法律法规明文规定而予以保

护的。 因此在现有条件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仍有进一步

完善的空间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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