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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责任法实施第一次明确精神损害赔偿

备受关注的侵权责任法经十一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于

2010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这部与物权法一样核心在于保障
私权、 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法
律，跨越两届人大、历经四次审议。侵权责任法首
次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其亮点还包括：合法行
为造成的损害也要赔偿； 故意驾车撞人致残，保
险公司需理赔；交通事故受伤，任何人都能得到

救治；民用航空实行特殊赔偿；高空抛物将牵连
无辜；不再区分医疗事故与医疗过错；网络侵权
应当担责； 群众性活动组织者应尽安全保障义
务；缺陷产品应当召回；确定死亡赔偿金的特例
即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点评：

侵权责任法的通过实施， 标志着向最终完整
民法典的目标进一步迈进。现代社会，风险无处不

在、事故频出不穷。在这样的背景下，人身和财产损害
如何救济？这正是侵权责任法要解决的。多元化的救
济机制、侵权类型的时代特色，尤其是多种侵权责
任方式的可选择，即受害人基于其利益的最大化选
择对他们最有利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这都使侵
权责任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维权“百宝囊”。

（摘自《法制日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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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调解法获通过有力推动社会矛盾化解

8

月
28

日，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
法》，该法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人民调解法共
6

章
35

条， 要求调解组织充分尊重当事人权利的
基础上， 采用多种方式帮助当事人达成协议，避
免人民调解程序司法化的倾向。法律规定，基层
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对适宜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
决的纠纷，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申请人民调

解。 人民调解协议书经法院确认将具备法律效
力。对经人民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当事人认为
必要的， 可以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经
法院确认有效的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
或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

点评：

与此前的两个条例相比， 人民调解法完整地

规定了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调解程序、

调解协议四部分核心内容， 全面确立了我们国家
的调解制度。对目前普遍实践的“大调解”、“三调
联动”，人民调解法也有相应说法。而其被称为最
大亮点的“赋予人民调解协议法律效力”的规定，

更有助于提升人民调解的公信力、 保护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人民调解法的出台，必将有力推动我国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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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三部出台两个证据规定遏制刑讯逼供

5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
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
定》。“两个证据规定” 自

2010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施
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
的规定》规定了刑事诉讼证据的基本原则，细化
了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对审查各种案件，办理
刑事案件当中收集、审查、判断证据都有了一些

很具体的规定，操作性更强。其第二条规定，“认
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第一次明文确
立了证据裁判原则，这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
为准绳”原则的深化。《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
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不仅强调了采用刑讯逼
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
根据， 还进一步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

证明责任以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
的规范。

点评：

“两个证据规定”从程序的救济和制裁上完善了
法律体系，也完善了我国刑诉法的立法框架，对于依
法、全面、客观地收集审查判断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
实，遏制刑讯逼供，防止冤案错案的发生，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正如学者所说，“两个证据规定”在我国刑事
诉讼历史上完成了从“严禁刑讯逼供”说教，到确定“非
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成为我国刑事
诉讼中治理“刑讯”历史的一个重要里程性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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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法机关扎实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

2009

年年底，中共中央总
书记胡锦涛主持召开会议，

研究决定在全国深入推进社
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

公正廉洁执法。

12

月
18

日，中
央政法委召开全国政法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 对三项重点
工作作出部署，省、市、县三
级党政主要领导和政法各单
位主要负责同志悉数参加。

三项重点工作在全国各地迅
速组织开展起来。今年以来，

全国各地各级政法机关认真
贯彻落实全国政法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精神， 紧紧抓住影
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

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深入扎
实推进三项重点工作， 探索

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各
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探
索建立“诉调对接”、 “检调对
接”、 “公调对接”机制，司法
行政系统开展“人民调解化解
矛盾专项攻坚活动”，化解了
大量矛盾纠纷；各地以改革创
新为动力，以解决突出治安问
题为突破口，以创新体制机制
为保障，积极推进社会管理创
新工作，进一步完善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
会管理体系；各地政法机关在
提高执法能力、 细化执法标
准、强化执法管理监督上下功
夫，网上执法办案、执法质量
考评、执法档案制度的建立，

进一步提高了开放、透明、信

息化条件下的执法公信力。

点评：

全力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成
为

2010

年政法工作最大亮点。一
年来，全国政法机关从源头上解
决了一大批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的问题，从整体上提升了政法工
作水平，为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
金融危机冲击成果、保持经济平
稳较快发展，为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
民群众安居乐业，作出了重要贡
献。事实表明，作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法事业新的伟大实践，

三项重点工作的推进，不仅深刻
地改变了政法机关的行为和形
象， 更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幸
福与安康。

2

选举法第五次修改实现城乡选举同票同权

3

月
14

日，十一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法〉的决定》，我国城乡
居民选举首次实现“同票同
权”。自

1953

年以来，我国农村
和城市每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所
代表的人口数比例经历了从

8

：

1

到
4

：

1

的变化。此次修改，第一次
将这一比例规定为

1

：

1

。 修改后
的选举法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名额， 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数，按照

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
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

各民族、 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
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此外，修
改后的选举法还增加了一系列
的新规定： 人大代表应当具有
广泛的代表性， 应当有适当数
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
民和知识分子代表； 公民不得
同时担任两个以上无隶属关系
的行政区域的人大代表； 选举
委员会根据选民的要求， 应当
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

由代表候选人介绍本人的情
况，回答选民的问题；代表候选

人的近亲属不得担任监票人、计
票人等等。

点评：

此次修改， 是选举法的第五
次修改， 其最大亮点莫过于实现
“同票同权”。

8

：

1

在当时是合理
的，

1

：

1

也是今天客观现实的反
映， 其进程显示的是立法的与时
俱进。此次修改为“同票同权”提
供了法制保障， 充分体现了宪法
规定的公民享有平等选举权和被
选举权的精神， 使得城乡居民不
仅是实质的平等， 也有形式上的
平等， 对于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
主的民主权利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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