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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新人身损害赔偿法律政策全书（2009年版）》共分九个部分。
第一部分“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是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一般性规定，包括人身损害赔偿、人身伤害
司法鉴定、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的内容。
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最重要的法律规范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它除对一些比较常见多发且在审判实践中较难统一实施
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外，还统一了具体的赔偿计算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规定的赔偿标准及其计算方法对侵权人身损害赔偿具有普遍适
用的效力，但是对于一些特殊侵权类型的损害赔偿，有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作出专门规定的，如民用
航空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则优先适用此类法律法规的规定，《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规定
对这类特殊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不具有约束力。
由于人身损害往往不能凭着直观、直觉或者逻辑推理直接认识和判断，而必须由依法规定的鉴定人运
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其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因此司法鉴定关于人身损害程度的确
定对人身损害赔偿有着直接的影响。
《最新人身损害赔偿法律政策全书》除收录等程序性法规外还收录了人体重伤、轻伤以及轻微伤的鉴
定标准，方便读者查询使用。
对于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当公民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四项具体人格
权遭受侵害时，受害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该条被普遍援引为确认当事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法律依
据。
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对于什么是精神损害，哪些情况下哪些人可以请求赔偿精神损失，以及精神损害
抚慰金数额的确定等问题，长期存在理解不一致，适用法律不统一的现象。
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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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了《
民法通则》维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立法精神，确认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应
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人身损害纠纷是常见的一种法律纠纷，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侵权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在类型和数量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对于人身损害赔偿较为原则的法律适用规定已远
远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因此国家在一些容易出现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领域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等进行规范。
面对如此浩繁的法律文件，如何轻松查找和获取是普通读者面临的一个问题。
《最新人身损害赔偿法律政策全书》出版的目的就在于对我国现行有效的人身赔偿法律、政策进行全
面系统的梳理通过合理明晰的分类，分专题予以收录，并作若干注解，方便读者查找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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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一般人身损害赔偿（一）损害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节录）（1986年4月12日）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节录）。
（1988年4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12月26
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答记者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参加聚众斗殴受重伤或者死亡的人及其家属提出的民事赔偿
请求能否予以支持问题的答复（2003年12月26日）人身损害受伤人员误工损失日评定准则（2004年11
月19日）关于继续使用《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的通知（1999年12月13日）中国实
用残疾人评定标准（试用）（1995年9月15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公布2007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标
准的通知（2007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05年12月26
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节录）（2005年11月23日）
（二）司法鉴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2005年2月28日）司法鉴
定程序通则（2007年8月7日）人体重伤鉴定标准（1990年3月29日）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1990
年4月20日）人体轻微伤的鉴定（1996年7月25日）（三）精神损害赔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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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
解答（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1998年8月31日）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胚的批复（2002年7月15日）
二、医疗事故赔偿医疗事故处理条例（2002年4月4日）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2002年7月31日）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2002年7月31日）医院感染管理办法（2006年7月6日）消毒管理办法
（2002年3月28日）医院消毒卫生标准（GB15982——1995）（1995年2月15日）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
（2002年8月2日）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2002年8月16日）处方管理办法（2007年2月14日）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2003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
院民一庭负责人就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答记者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对医疗事故鉴
定结论有异议又不申请重新鉴定而以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应否受理
问题的复函（1990年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节录）（1998年6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理法（节录）（2001年2月28日）三、工伤事故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节录）（1994
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1年10月27日）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2，002
年3月28日）关于印发《职业病目录》的通知（2002年4月18日）卫生部关于印发《职业病危害因素分
类目录》和《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规范》的通知（2002年3月11日）卫生部关于《职业病危害因素
分类目录》中“行业举例”问题的批复（2004年1月17日）工伤保险条例（2003年4月27日）工伤认定
办法（2003年9月23日）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2003年9月23日）关于事业单位、民间非营
利组织工作人员工伤有关问题的通知（2005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雇工合同“工伤概不负责
”是否有效的批复（1988年10月14日）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2006年11月2日）生
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词查处理条例（2007年4月9日）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2003年9
月23日）职工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标准（试行）（2002年4月5日）企业职工患病
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1994年12月1日）事故伤害损失工作日标准（GB／T15499-1995）（1995年3
月10日）体力劳动强度分级（GB3869-1997）（1997年7月7日）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86）
（1986年5月31日）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86）（1986年8月22日）四、道路交
通事故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07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2004．年4月30日）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2008年8月17日）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
评定（GB18667-2002）（2002年3月11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2006年3月21日）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2008年版）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经常居住地在城镇的农村居民
因交通事故伤亡如何计算赔偿费用的复函（2006年4月3日）关于转发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机动车第三者
责任保险性质的明传电报的通知（2006年8月2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公安厅关于处理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案件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2005年8月15日）五、铁路、水上、航空事故赔偿（一）铁路事
故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节录）（1990年9月7日）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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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父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1994年10月27日）（
二）水上事故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节录）（1992年11月7日）关于不满300总吨船舶及沿海运
输、沿海作业船舶海事赔偿限额的规定（1993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问海上旅客运输赔偿
责任限额规定（1993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
（试行）（1992年5月16日）（三）航空事故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节录）（1995年10月30
日）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21006年2月28日）民航总局政策法规司负责人就《国内
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答记者问六、产品质量、触电事故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2000年7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
法（1995年10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旧电力法（节录）（1995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1月10日）七、军人、学生伤害事故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2004年8月1日）八、国家赔偿九、诉讼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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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一般人身损害赔偿　　（一）损害赔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节录）　　（1986年4月12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l986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7号公布　自1987
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基本原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正确
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动
的实践经验，制定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
和人身关系。
　　第三条　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
　　第四条　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　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六条　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
　　第七条　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
济秩序。
　　第八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
　　本法关于公民的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
　　第五章　民事权利　　第四节　人身权　　第九十八条　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
　　第九十九条　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
用、假冒。
　　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
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有权使用、依法转让自己的名称。
第一百条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第一百零一条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
民、法人的名誉。
第一百零二条、公民、法人享有荣誉权。
禁止非法剥夺公民、法人的荣誉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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