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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民法典》诞生以来,补偿制度在其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等得到了完善。由于此项制

度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其裁判结果更是受到社会公众密切关注。民事补偿制度应与国家补偿、国家

赔偿、社会赔偿等进行界定,故其具体适用也要明确。本文主要从《民法典》中各编关于补偿制度的规

定为立足点出发,探讨我国当今对补偿制度的立法情况和法律问题,结合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以及结合

我国当今的社会现状,从而对我国民事补偿制度的适用给出更完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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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birth of China's Civil Code,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has been improved in its general 

provisions, property rights, and contracts. Because this system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es, its adjudication 

results are closely watched by the public. The civil compensation system should be defined with state 

compensation, state compensation, social compensation, etc., so its specific application should also be clarified. 

Based on the provisions on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in each part of the Civil Cod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urrent legislative situation and legal issues of the compensation system in China, and gives more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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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宏观而言,我国补偿制度在不同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

地方政府规章等中体现出其形成丰富的保护体系,较大程度地

满足了社会发展对补偿制度的需求。但由于法律法规在制定时

存在的漏洞或者其本身立法理念的侧重,导致民事补偿在具体

适用时可能出现救济不力的情况。本文主要从《民法典》中各

编关于补偿制度的规定为立足点出发,探讨我国当今对补偿制

度的立法情况和法律问题,结合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以及结合

我国当今的社会现状,从而对我国民事补偿制度的适用给出更

完善的建议。 

1 民法典中民事补偿条款归纳 

目前,我国《民法典》还没有形成 为完善的民事补偿制度

归纳体系,但是民事赔偿条款在《民法典》的各个部分都有体现。

例如,(1)民事补偿不同于民事赔偿,其并不是我国民事责任承

担的常见方式。在我国“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等常常为民

事责任的承担方式,而民事补偿在《民法典》中仅从“紧急避险”

等有所体现；(2)在《民法典》总则编中关于物权部分,征收征

用的民事补偿条款在《民法典》243条以及245条有所体现。在

征用时对征用物造成损坏的应给予补偿；(3)对于不能返还、或

者非必要返还、或者其他不宜分割的遗产的民事赔偿条款,在总

则编、合同编租赁合同中租赁物的归属等进行了规定；(4)有关

损失或损害的民事赔偿于《民法典》物权编第322条以及侵权责

任编第1090条、第1254条有所规定；(5)《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其他民事赔偿于第1088条规定离婚时对家庭贡献大的一方进

行补偿、第1118条规定收养关系解除后对养父母的补偿等有

所体现。 

2 对我国民法典中民事补偿制度的理解和功能分析 

民事补偿制度即使在《民法典》各编中有所体现,但对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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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定位是适用民事补偿制度的重要前提条件,故应从其补偿制

度的内在理解以及功能出发进行阐述。 

2.1对民法典中民事补偿制度的理解 

自我国法律逐渐完善以来,受我国民事立法的影响,民事补

偿权益保护的方式与公平责任相关联。在《民法典》出台之前,

对于民事责任或公平责任分担,民法通则给出相关规定,即行为

人虽无过错,但根据法律规定,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然而,公平

责任的适用在学者之间存在争议。例如,公平责任是在造成损害

的双方无过错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基于公平理念,考虑当事人财

产状况等因素,形成对加害人给被害人造成的财产损失给予适

当补偿的形式。这一概念虽然将公平责任和民事补偿相联系,

但该规定仅维护了当事人的财产损失,对其他相关利益损失没

有明确界定。公平责任并不是为了实现正义的矫正,相反,它具

有超越对民事权利进行救济恢复或完善的目的。民法 终走向

社会保护法,民法救助、援助、福利的目的取代了恢复和完善权

利救济的目的。而“权益说”强调,人民法院在处理相关案件时,

除了将财产冲突进行裁决,还应对其他利益进行调解,防止相关

利益冲突。 

我国民法典从补偿角度对民事补偿制度进行了规定。民事

补偿制度的具体规定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的重要法律制度。但在适用时,还要将其与其他制度进行界定,

避免出现重复或者相互冲突的情况。同时也要具体规定其使用

规则,以免该制度的少用滥用。 

2.2民法典中民事补偿制度的功能分析 

民事补偿所关联的对象和内容可分为两类,即针对财产利

益下的纯经济损失、个人利益或财产利益与其他利益的冲突进

行弥补和进行平衡,因此民事补偿的功能也有两种取向：第一,

纯经济损失的补偿功能,其具有弥补损害的作用；第二,平衡原

则有缓解利益冲突的功能。此外,民事补偿通常不发生违约损害

请求和侵权请求,而一般仅是因绝对侵权造成的纯经济损失请

求。缓解利益冲突是赔偿成立的现实基础,并且,在除损害赔偿

的补偿救济功能之外,民事补偿也具有 基本的制度价值,因其

适用范围有限,该功能应该依法适用。在《民法典》各编中,补

偿制度并不是追求公平责任的结果,而是利用比例原则裁量冲

突的形式。同时,民事补偿在绝对权、紧急避险、自愿救助和特

殊侵权的基础上,实现人身损害与财产损失相互交织。 

3 补偿制度的具体适用 

补偿制度是指当因一方违约或者侵权时,一方当事人除承

担责任之外,还应承担所产生的费用和损失的赔偿责任。民事补

偿制度贯穿于民法典的总则和各分编之中,以下笔者将具体说

明其在婚姻家庭编中、侵权责任编的具体适用。 

在婚姻家庭领域,《民法典》在婚姻家庭编增加了离婚经济

补偿制度。与原婚姻法相比,本次修改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将夫妻

关系离婚补偿制度的范围进行明确。将原婚姻法中的“夫妻书

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修改为“夫

妻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将《婚姻法》第四十条中“夫妻书面

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修改为“夫妻

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更符合现

代社会中男女双方对于财产制的实际需求,也更符合《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坚持平等原则、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原则以及公平原

则。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旨在鼓励夫妻双方对家庭财产进行合理

配置,“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虽然随着商品经济的

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变化而逐渐被改变,但女性仍然是参与到家

庭生活中的“主力军”,即使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付出较多的时

间和精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家庭财产回报。离婚经济补偿制度

的适用范围是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在双方离婚时是

否可以进行分割,该问题也在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方面 为重要。

根据《民法典》第1088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对于照顾子女、老人

以及协助对方工作中贡献更大的一方,有权向另一方要求进行

经济补偿,另一方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通过夫妻财产约定,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婚姻家庭利益的平衡,但也可能存在“约定

不明确”的情形。据此可知,在夫妻财产约定中,一方若承担较

多家务或抚养子女的义务,并不必然导致另一方履行照顾家庭

的义务。因此,如果双方在婚后对财产归属进行约定而未对补偿

问题进行明确约定的,在离婚经济补偿适用时可能会存在障碍。

笔者认为,此时可以考虑通过签订《夫妻财产约定协议书》的方

式来明确双方家务劳动、抚养子女的义务以及夫妻财产归属,

并由另一方给予一定的补偿。 

在侵权责任方面,我国《民法典》第1189条首次从立法层面

确立了侵权补偿制度。该项制度的确立,通过立法的形式使得司

法实践中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可以更加明确法律适用思路和裁判

依据,在《民法典》第1189条中将侵权补偿制度予以确立。理论

上,侵权补偿制度与合同责任、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之间存在着

相互补充促进的关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在我国司法实

践中的适用这一问题；在实践上,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了侵权补

偿制度,可以解决我国长期以来没有独立的侵权补偿制度这一

问题。 

4 《民法典》中民事补偿制度适用建议 

补偿制度是我国《民法典》的一大亮点,与我国传统民法理

念相契合,其为我国民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事补偿制度在

弥补因侵权行为、不当得利行为而遭受损害一方损失的同时,

亦使其获得物质与精神上的利益。民事补偿制度对于维护社会

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和谐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在司

法实践中,民事补偿制度在适用时还存在问题,故笔者就其在司

法实践中的适用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明确补偿与赔偿的区分 

在定义中,民事补偿属于广义中民事赔偿的一种具体表现

形式,其在民法典中具有中国特色,是指损害行为中的受益人虽

然无过错,但基于公平责任,要对受损害人进行的适当财产补偿,

从而起到缓解矛盾和平衡双方利益的作用。而民事赔偿属于一

种民事责任,是平等民事主体因侵权等行为承担的责任。在司法

实践中,当事人对补偿和赔偿的概念难以区分,当事人认为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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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因侵权行为、不当得利行为受到损害的一方当事人给予经

济赔偿,而赔偿则是对侵权行为、不当得利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

经济上的弥补。但司法实践中,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六条

的规定,说明当事人并没有选择民事补偿,但当事人仍然可以主

张对方当事人的违约或者侵权责任。所以说在民事诉讼中当事

人提起的并非为侵权之诉,而是违约之诉,即补偿与赔偿为两个

各自独立的法律关系,故当事人可以在违约之诉中请求损害赔

偿,也可以在侵权之诉中提出请求。因此,建议在司法实践中对

这两种制度进行明确区分,这样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

资源以及提高司法的科学性。 

4.2明确补偿的适用条件 

仅要求补偿制度的存在不足以保护双方当事人权益,若不

将适用条件明确界定,都不利于任何一方的权益维护。第一,要

有侵权行为和不当得利行为的存在。若侵权行为和不当得利行

为都不存在,则无法适用民事补偿制度；第二,侵权行为和不当

得利行为均应属于财产损害范畴。财产损害是指因侵权行为或

不当得利所导致财产得到的损失,财产损害包括直接损失和间

接损失,该概念也可解释为对于损失的弥补,但间接损失与实际

损失存在区别,即间接损失是指因当事人的侵权行为或不当得

利而导致的实际支出；第三,必须有损害事实存在。损害事实具

体包括人身、财产及精神损害。第四,受害人有因侵权或不当得

利而造成实际物质、精神上利益损失的事实。 

4.3明确补偿范围及数额标准 

《民法典》第591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在没有法律依据时获

得的不正当的利益,受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要求其返还多余利益。

该条文的规定为侵权损害补偿制度适用范围做出了限制,但同

时该条并未明确规定补偿数额标准。 

4.4明确不当得利返还的举证责任 

不当得利返还义务在民法生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如果不加以明确界定容易导致其权利的

错用、少用甚至滥用,因此要对其进行明确。在此类纠纷中,受

损方若能证明其取得利益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或因非

法原因取得利益时,可以减轻其举证责任。故应由受损方承担因

不当得利返还而产生的举证责任,比如因第三人没有合法依据

而获得财产、因非法原因而获得财产等。 

5 结语 

随着《民法典》的出台,我国包括民事补偿制度在内的各项

制度逐渐完善。而在《民法典》视域下补偿制度的理解和适用

也至关重要,《民法典》将民事补偿制度纳入其中,虽然是立法

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制度未来的适用无意

义。与其他民事法律制度相比,民事补偿制度在利益平衡领域的

适用范围较广,相关理论研究较为成熟,其对促进市场主体信用

体系的建设、构建公平的市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民事补偿制

度不仅应从体系上予以完善,还应将其适用条件和功能准确定

位并明确规范其适用范围,在合理的条件下准确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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