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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在遭受侵害时，会索赔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法律对于精神损害
赔偿有着较高的赔偿门槛。结合近日山东东营法院公布的一起交通肇事
后索赔精神损害赔偿获法院支持的案例，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刘孟昕律师
表示，法律规定刑事犯罪中只有构成交通肇事的，伤亡者家属才能要求精
神损害赔偿，并且还需要满足4个条件才行。

刑事犯罪中

只有构成交通肇事
受害者家属才能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本版文字 舒翼 制图 朱臻

2023年11月，高某某驾驶某物
流公司所有的重型半挂牵引车，与
步行的安某发生事故，造成车辆损
坏，安某受伤。后缪某某驾驶某公
交集团所有的大型普通客车，行驶
至事故地点时，碾压因受伤倒于道
路上的安某，造成安某伤势严重，经
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作出道
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高某某承
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缪某某承担事
故的次要责任，安某承担事故的次
要责任，并对高某与缪某以交通肇
事进行了处罚。

某物流公司所有的重型半挂牵
引车在某农业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
险，在某人寿财产保险公司投保了
特种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某公交集
团所有的大型普通客车在某财产保
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事故发生在
保险期间内。

安某父亲等家属将高某某、某
物流公司、缪某某、某公交集团、某
农业保险公司、某财产保险公司、某
人寿财产保险公司诉至山东东营一
家法院，要求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
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 170 余万
元。

法院经审理，支持了安某父亲
等家属提出的死亡赔偿金诉求。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认
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三款规定：“驾驶
机动车致人死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
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
定赔偿责任。”由此确立了交通事故
致人损害不同于其他犯罪的民事赔

偿责任范围。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

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
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
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而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被侵
权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承保交强险
的保险公司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
法院应予支持。”

法院依法判决，某农业保险公
司、某财产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
内，优先赔偿安某父亲等家属的精
神损害。

法官表示，在实践中，对犯罪行
为造成被侵权人人身损害的案件，
当事人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法院
一般不予受理，但是对于交通肇事
犯罪而言，精神损害赔偿却有明确
的适用空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
释》《道路交通安全法》《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
规定，交通肇事罪的精神损害赔偿
可以被交强险的赔付范围覆盖，且
在交强险的赔偿范围内优先赔偿。
赔付的主体并非构成犯罪的被告
人，而是承保被保险车辆交强险的
保险公司。如此处理，既不与现有
法律规范不支持对被告人精神损害
赔偿的诉求冲突，又可以使被侵权
人及近亲属可以获得有效的赔偿。
因此在交通肇事犯罪造成人身损害
的案件中，当事人提出精神损害赔
偿的请求，法院应当支持。

交通肇事中死者家属
申请精神损害赔偿获支持

记者：法律中对于精神
损害赔偿是如何规定的？为
何不能扩大适用范围？

刘孟昕：《民法典》第
1183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
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
赔偿。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
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
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
赔偿。”该条明确规定了自然人
人身权益受到严重精神损害
的，有权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案例中受害人家属获赔
精神损害赔偿，法院适用的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的解释》《道路交通安全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
规定，但当事人起诉的依据还
是《民法典》第1183条。

之所以不能扩大精神损
害赔偿的适用范围，是因为
其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
鉴于精神损害的形成原因、
外化表现等存在个体差异，
目前的技术无法量化并形成
固定的精神赔偿标准。我国
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如果精

神损害的程度属于一般或轻
微，可能无法得到赔偿，也就
是说精神损害必须要达到一
定程度才可以获得赔偿。法
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在处
理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时，都
会坚持“导致精神损害且后
果严重”这一基本标准。

记者：认定精神损害赔
偿需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刘孟昕：一般来说，主张
精神损害赔偿需要满足这4
个条件：（一）人身权益被侵
害；（二）造成被侵权人严重
精神损害；（三）侵害行为与
精神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
（四）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要
符合其他有关侵权责任构成
的相应要件。

案例中当事人可以主张
精神损害赔偿是因为《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
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有特别约定，但除交通肇事
刑事犯罪外，其他犯罪并没
有相关规定。

司法实践中，受害人仅
以精神损害赔偿提起刑事附

带民事申请的，法院一般不
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认
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就精神
损害赔偿对犯罪人提起民事
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以实体
审理。民事诉讼应适用民事
程序法和实体法规定。侵权
责任法第四条第一款明确规
定，侵权人因同一行为应当承
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的，
不影响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是承担侵权责任的一种方式。

记者：精神损害赔偿的
数额一般是如何确定的？

刘孟昕：目前我国法律
框架下，无法直接明确精神
损害赔偿的具体数额。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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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的规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
额，需要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
度、侵权行为的目的、方式、场
合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
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
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
力、受理诉讼法院所在地的平
均生活水平等因素，综合考虑
权衡后才能决定。

申请精神损害赔偿需满足4个条件

记者：根据司法实践，目
前在哪些具体情况下，受害
人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

刘孟昕：最高人民法院
的相关司法解释，对可以提
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进行
了大致分类。

首先是民事侵权导致的
精神损害赔偿层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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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了人身权益或
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受到
侵害的法定情形主要有7类。

一是自然人因生命权、
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
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
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人格
权利遭受非法侵害，造成严
重后果的；二是违反社会公
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
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的；
三是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
护，导致亲子关系或者近亲

属间的亲属关
系遭受严重损
害的；四是自
然人死亡后，
其近亲属因侵
权人的侵权行

为遭受精神痛苦的，比如以
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
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
名、肖像、名誉、荣誉，比如非
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
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
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
私，比如非法利用、损害遗
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
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
式侵害遗体、遗骨；五是具有
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
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
失或者毁损；六是因夫妻一
方存在过错导致离婚的，无
过错方可以向过错方索要精
神损失费；七是根据民法典
的规定，有重婚、有配偶者与
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
待或遗弃家庭成员的情形之
一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
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其次是国家赔偿案件中
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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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国家

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
“造成严重后果”，当事人可
以申请精神损害赔偿：（一）
无罪或者终止追究刑事责任
的人被羁押六个月以上；
（二）受害人经鉴定为轻伤以
上或者残疾；（三）受害人经
诊断、鉴定为精神障碍或者
精神残疾，且与侵权行为存
在关联；（四）受害人名誉、荣
誉、家庭、职业、教育等方面
遭受严重损害，且与侵权行
为存在关联。

这11类情形可申请精神损害赔偿

刘孟昕 江苏东晟律师
事务所律师，常州市中小企
业法律服务团成员、常州市
法润小微企业法律风险防范
服务中心理事，擅长办理行
政案件以及各类民商事案
件，具有扎实的法学理论功
底和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