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法发布《关于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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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

策体系的重大决策部署以及“改革人身损害赔偿制度，统一城乡居民赔

偿标准”的要求，2022 年 2 月 15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64

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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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并将于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决定》制定的背景及主要内容如下： 

 

一、《决定》制定的背景 

为统一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相关法律适用问题，我院于 2003 年

12 月公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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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残疾赔偿金、

死亡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

准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

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该规定是基于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国

情，在城乡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制定的。 

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以及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乡差距

逐渐缩小，人身损害赔偿标准问题面临着新情况、新形势。2014 年 7

月 24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就进

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出具体政策措施，其中在第三条“创新人口管



理”的意见中，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

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

户口”。2017 年 2 月 9 日，公安部召开全国户籍制度改革专题视频培

训会，会议指出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框架基本构建完成，城乡统一的户

口登记制度全面建立，各地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 

2019 年 4 月 1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提出“改革人身损害赔偿制

度，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的要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最高人

民法院于 2019 年 9 月 2 日印发《关于授权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

统一试点的通知》，授权各高院在辖区内开展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统

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试点工作。 

为进一步推动城乡居民赔偿标准统一工作，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

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了《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修改工作。经过深

入调研论证，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反复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制

定本《决定》。修改《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

是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建立健全

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重大决策部署以及“改革人身损害

赔偿制度，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要求的重要举措。 

二、《决定》的主要内容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本次修改是为落实党中央关于“改革人身损

害赔偿制度，统一城乡居民赔偿标准”的要求，聚焦赔偿标准城乡统一

问题。修改共涉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 12 条、第 15 条、第 17 条、



第 18 条、第 22 条、第 24 条六个条文，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以

及被扶养人生活费由原来的城乡区分的赔偿标准修改为统一采用城镇

居民标准计算。主要内容是：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由原来按照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计算修改为按照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将被扶养人生活费由原来按照城镇

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修改

为按照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计算。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以及

被扶养人生活费不再区分城乡居民分别计算，而是统一按照政府统计部

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的城镇居民

指标计算。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统一采用城镇居民标准是对试点工作经验的总结。最高人民

法院于 2019 年 9 月 2 日印发《关于授权开展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

一试点的通知》，授权各高院在辖区内开展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统一

城乡居民赔偿标准试点工作。试点过程中，各地法院根据辖区实际情况

开展工作，采用了不同的做法，主要有统一到城镇居民标准和统一到全

体居民标准两种做法。总体上，全体居民标准高于农村居民标准，但低

于城镇居民标准。根据 2021 年上半年统计的情况，26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试点工作中采用了统一到城镇居民标

准的做法。2021 年 8 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人

身损害赔偿标准城乡统一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法院扩大试点范

围，并将赔偿标准统一到城镇居民标准上来。据各地报告的情况看，试

点工作运行平稳，总体上效果较好。 



第二，统一采用城镇居民标准能够更为充分地保护受害人利益。尤

其是受害者为农村居民的，赔偿数额将获得较大幅度的提高。试点过程

中，也有地方采用全体居民标准计算。但考虑到如果统一采用全体居民

标准，则可能会降低城镇居民受害者现有的赔偿额度。采用城镇居民标

准，能够兼顾城镇居民受害者和农村居民受害者的整体情况，更好地保

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第三，统一采用城镇居民标准与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趋势相符。根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当前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

到了 63.89%。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

升了 14.21 个百分点。随着我国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可以预见城镇人

口的占比将来会进一步提高。统一为城镇居民标准，符合我国城镇化发

展趋势。 

 

《最 高 人 民法 院 关于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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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决定 》已于 2022 年 2 月

15 日 由最 高人 民法 院审 判委 员会 第 1864 次 会议 通过 ，现 予公

布，自 2022 年 5 月 1 日 起施 行。  

 

最高人 民法 院  

2022 年 4 月 24 日 

 

法释〔2022〕14 号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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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 

（2022 年 2 月 15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64 次会议通

过，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最高人 民法 院审 判委 员会 第 1864 次 会议决 定，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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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如下修 改：  

一、 第 十 二条 修 改为 ： “残 疾 赔 偿金 根据 受 害 人丧 失 劳动 能

力程度 或者 伤残 等级 ，按照 受诉 法院 所在地 上一 年度 城镇 居民 人

均可支 配收 入标 准 ，自 定残 之日 起按 二十年 计算 。但六 十周 岁以

上的 ，年 龄每 增加 一岁 减少 一年 ；七 十五周 岁以 上的 ，按五 年计

算。  

“受 害 人 因伤 致 残但 实 际收 入 没 有减 少， 或 者 伤残 等 级较 轻

但造成 职业 妨害 严重 影响 其劳 动就 业 的，可以 对残 疾赔 偿金 作相

应调整 。”  

二、 第 十 五条 修 改为 ： “死 亡 赔 偿金 按照 受 诉 法院 所 在地 上

一年度 城镇 居民 人均 可支 配收 入标 准 ，按 二十 年计 算。但六 十周

岁以上 的 ，年 龄每 增加 一岁 减少 一年 ；七 十五 周岁 以上 的 ，按 五

年计算 。”  



三、 第 十 七条 修 改为 ： “被 扶 养 人生 活费 根 据 扶养 人 丧失 劳

动能力 程度 ，按照 受诉 法院 所在 地上 一年度 城镇 居民 人均 消费 支

出标准 计算 。被扶 养人 为未 成年 人的 ，计 算至 十八 周岁 ；被扶 养

人无劳 动能 力又 无其 他生 活来 源的 ，计算二 十年 。但六 十周 岁以

上的 ，年 龄每 增加 一岁 减少 一年 ；七 十五周 岁以 上的 ，按五 年计

算。  

“被 扶 养 人是 指 受害 人 依法 应 当 承担 扶养 义 务 的未 成 年人 或

者丧失 劳动 能力 又无 其他 生活 来源 的 成年近 亲属 。被扶 养人 还有

其 他 扶 养 人 的， 赔 偿 义 务 人 只 赔 偿 受 害 人 依 法 应 当负 担 的 部 分。

被扶养 人有 数人 的 ，年 赔偿 总额 累计 不超过 上一 年度 城镇 居民 人

均消费 支出 额。 ”  

四、 第 十 八条 修 改为 ： “赔 偿 权 利人 举证 证 明 其住 所 地或 者

经 常 居 住 地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高 于 受 诉 法 院 所 在 地 标 准

的，残疾 赔偿 金或 者死 亡赔 偿金 可以 按照其 住所 地或 者经 常居 住

地的相 关标 准计 算。  

“被扶 养人 生活 费的 相关 计算 标准 ， 依照前 款原 则确 定。 ”  

五、 第 二 十二 条 修改 为 ：“ 本 解 释所 称‘ 城 镇 居民 人 均可 支

配收入 ’‘城 镇居 民人 均消 费支 出’‘职工 平均 工资’，按 照政

府统计 部门 公布 的各 省 、自 治区 、直 辖市以 及经 济特 区和 计划 单

列市上 一年 度相 关统 计数 据确 定。  

“‘ 上一 年度 ’，是指 一审 法庭 辩论 终 结时的 上一 统计 年度 。”  



六、第 二十 四条 修改 为： “本 解释 自 2022 年 5 月 1 日 起施

行。施行 后发 生的 侵权 行为 引起 的人 身损害 赔偿 案件 适用 本解 释。 

“本 院 以 前发 布 的司 法 解释 与 本 解释 不一 致 的 ，以 本 解释 为

准。”  

本决定 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 施行 。  

根据 本 决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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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相 应修 改 后，重 新公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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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299 次会议通

过；根据 2020 年 12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23 次会议

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民事审判工作中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二十七件民事类司

法解释的决定》修正；根据 2022 年 2 月 15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第 1864 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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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修正，该修

正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为正确 审理 人身 损害 赔偿 案件 ，依法 保护当 事人 的合 法权 益，

根 据 《 中 华 人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 》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民 事 诉 讼 法》

等有关 法律 规定 ，结 合审 判实 践， 制 定本解 释。  



第一条   因生 命、身 体、健 康遭 受侵 害 ，赔偿 权利人 起诉 请求

赔偿义 务人 赔偿 物质 损害 和精 神损 害 的，人 民法 院应 予受 理。  

本条 所 称 “赔 偿 权利 人 ”， 是 指 因侵 权行 为 或 者其 他 致害 原

因直接 遭受 人身 损害 的受 害人 以及 死 亡受害 人的 近亲 属。  

本条 所 称 “赔 偿 义务 人 ”， 是 指 因自 己或 者 他 人的 侵 权行 为

以及其 他致 害原 因依 法应 当承 担民 事 责任的 自然 人 、法 人或 者非

法人组 织。  

第二 条   赔 偿 权 利 人 起 诉 部 分 共 同 侵 权 人 的 ， 人 民 法 院 应 当

追加其 他共 同侵 权人 作为 共同 被告 。赔偿权 利人 在诉 讼中 放弃 对

部分共 同侵 权人 的诉 讼请 求的 ，其他 共同侵 权人 对被 放弃 诉讼 请

求的被 告应 当承 担的 赔偿 份额 不承 担 连带责 任 。责 任范 围难 以确

定的， 推定 各共 同侵 权人 承担 同等 责 任。  

人民 法 院 应当 将 放弃 诉 讼请 求 的 法律 后果 告 知 赔偿 权 利人 ，

并将放 弃诉 讼请 求的 情况 在法 律文 书 中叙明 。  

第三 条   依 法 应 当 参 加 工 伤 保 险 统 筹 的 用 人 单 位 的 劳 动 者 ，

因工伤 事故 遭受 人身 损害 ，劳动 者或 者其近 亲属 向人 民法 院起 诉

请 求 用 人 单 位承 担 民 事 赔 偿 责 任 的 ， 告 知 其 按 《 工伤 保 险 条 例》

的规定 处理 。  

因用 人 单 位以 外 的第 三 人侵 权 造 成劳 动者 人 身 损害 ， 赔偿 权

利人请 求第 三人 承担 民事 赔偿 责任 的 ，人民 法院 应予 支持 。  

第四 条   无 偿 提 供 劳 务 的 帮 工 人 ， 在 从 事 帮 工 活 动 中 致 人 损

害的 ，被 帮工 人应 当承 担赔 偿责 任。被帮工 人承 担赔 偿责 任后 向



有故意 或者 重大 过失 的帮 工人 追偿 的 ，人 民法 院应 予支 持。被帮

工人明 确拒 绝帮 工的 ，不 承担 赔偿 责 任。  

第五 条   无 偿 提 供 劳 务 的 帮 工 人 因 帮 工 活 动 遭 受 人 身 损 害 的 ，

根据帮 工人 和被 帮工 人各 自的 过错 承 担相应 的责 任 ；被 帮工 人明

确拒绝 帮工 的 ，被 帮工 人不 承担 赔偿 责任 ，但 可以 在受 益范 围内

予以适 当补 偿。  

帮工 人 在 帮工 活 动中 因 第三 人 的 行为 遭受 人 身 损害 的 ，有 权

请 求 第 三 人 承担 赔 偿 责 任 ， 也 有 权 请 求 被 帮 工 人 予以 适 当 补 偿。

被帮工 人补 偿后 ，可 以向 第三 人追 偿 。  

第六条   医 疗 费 根 据 医 疗 机 构 出 具 的 医 药 费 、 住 院 费 等 收 款

凭证 ，结 合病 历和 诊断 证明 等相 关证 据确定 。赔偿 义务 人对 治疗

的必要 性和 合理 性有 异议 的， 应当 承 担相应 的举 证责 任。  

医疗 费 的 赔偿 数 额， 按 照一 审 法 庭辩 论终 结 前 实际 发 生的 数

额确定 。器官 功能 恢复 训练 所必 要的 康复费 、适当 的整 容费 以及

其他后 续治 疗费 ，赔偿 权利 人可 以待 实际发 生后 另行 起诉 。但根

据医疗 证明 或者 鉴定 结论 确定 必然 发 生的费 用 ，可 以与 已经 发生

的医疗 费一 并予 以赔 偿。  

第七条   误 工费 根据 受害 人的 误工时 间和收 入状 况确 定。  

误工 时 间 根据 受 害人 接 受治 疗 的 医疗 机构 出 具 的证 明 确定 。

受害人 因伤 致残 持续 误工 的 ，误 工时 间可以 计算 至定 残日 前一 天。 

受害 人 有 固定 收 入的 ， 误工 费 按 照实 际减 少 的 收入 计 算。 受

害人无 固定 收入 的 ，按 照其 最近 三年 的平均 收入 计算 ；受害 人不



能举证 证明 其最 近三 年的 平均 收入 状 况的 ，可 以参 照受 诉法 院所

在地相 同或 者相 近行 业上 一年 度职 工 的平均 工资 计算 。  

第八条   护 理 费 根 据 护 理 人 员 的 收 入 状 况 和 护 理 人 数 、 护 理

期限确 定。  

护理 人 员 有收 入 的， 参 照误 工 费 的规 定计 算 ； 护理 人 员没 有

收入或 者雇 佣护 工的 ，参照 当地 护工 从事同 等级 别护 理的 劳务 报

酬标准 计算 。护理 人员 原则 上为 一人 ，但 医疗 机构 或者 鉴定 机构

有明确 意见 的， 可以 参照 确定 护理 人 员人数 。  

护理 期 限 应计 算 至受 害 人恢 复 生 活自 理能 力 时 止。 受 害人 因

残疾不 能恢 复生 活自 理能 力的 ，可以 根据其 年龄 、健康 状况 等因

素确定 合理 的护 理期 限， 但最 长不 超 过二十 年。  

受害 人 定 残后 的 护理 ， 应当 根 据 其护 理依 赖 程 度并 结 合配 制

残疾辅 助器 具的 情况 确定 护理 级别 。  

第九条   交 通 费 根 据 受 害 人 及 其 必 要 的 陪 护 人 员 因 就 医 或 者

转院治 疗实 际发 生的 费用 计算 。交通 费应当 以正 式票 据为 凭 ；有

关凭据 应当 与就 医地 点、 时间 、人 数 、次数 相符 合。  

第十条   住 院 伙 食 补 助 费 可 以 参 照 当 地 国 家 机 关 一 般 工 作 人

员的出 差伙 食补 助标 准予 以确 定。  

受害 人 确 有必 要 到外 地 治疗 ， 因 客观 原因 不 能 住院 ， 受害 人

本人及 其陪 护人 员实 际发 生的 住宿 费 和伙食 费 ，其 合理 部分 应予

赔偿。  



第十一条   营 养 费 根 据 受 害 人 伤 残 情 况 参 照 医 疗 机 构 的 意 见

确定。  

第十二条   残 疾 赔 偿 金 根 据 受 害 人 丧 失 劳 动 能 力 程 度 或 者 伤

残等级 ，按照 受诉 法院 所在 地上 一年 度城镇 居民 人均 可支 配收 入

标准 ，自 定残 之日 起按 二十 年计 算 。但六十 周岁 以上 的 ，年 龄每

增加一 岁减 少一 年； 七十 五周 岁以 上 的，按 五年 计算 。  

受害 人 因 伤致 残 但实 际 收入 没 有 减少 ，或 者 伤 残等 级 较轻 但

造成职 业妨 害严 重影 响其 劳动 就业 的 ，可 以对 残疾 赔偿 金作 相应

调整。  

第十三条   残 疾 辅 助 器 具 费 按 照 普 通 适 用 器 具 的 合 理 费 用 标

准计算 。伤情 有特 殊需 要的 ，可 以参 照辅助 器具 配制 机构 的意 见

确定相 应的 合理 费用 标准 。  

辅助器 具的 更换 周期 和赔 偿期 限参 照 配制机 构的 意见 确定 。  

第十四条   丧 葬 费 按 照 受 诉 法 院 所 在 地 上 一 年 度 职 工 月 平 均

工资标 准， 以六 个月 总额 计算 。  

第十五条   死 亡 赔 偿 金 按 照 受 诉 法 院 所 在 地 上 一 年 度 城 镇 居

民人均 可支 配收 入标 准 ，按 二十 年计 算。但六 十周 岁以 上的 ，年

龄每增 加一 岁减 少一 年； 七十 五周 岁 以上的 ，按 五年 计算 。  

第十六条   被 扶 养 人 生 活 费 计 入 残 疾 赔 偿 金 或 者 死 亡 赔 偿 金 。 

第十七条   被 扶 养 人 生 活 费 根 据 扶 养 人 丧 失 劳 动 能 力 程 度 ，

按 照 受 诉 法 院所 在 地 上 一 年 度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消 费 支出 标 准 计 算。

被扶养 人为 未成 年人 的 ，计 算至 十八 周岁 ；被 扶养 人无 劳动 能力



又无其 他生 活来 源的 ，计算 二十 年 。但六十 周岁 以上 的 ，年 龄每

增加一 岁减 少一 年； 七十 五周 岁以 上 的，按 五年 计算 。  

被扶 养 人 是指 受 害人 依 法应 当 承 担扶 养义 务 的 未成 年 人或 者

丧失劳 动能 力又 无其 他生 活来 源的 成 年近亲 属 。被 扶养 人还 有其

他扶养 人的 ，赔偿 义务 人只 赔偿 受害 人依法 应当 负担 的部 分 。被

扶养人 有数 人的 ，年赔 偿总 额累 计不 超过上 一年 度城 镇居 民人 均

消费支 出额 。  

第十八条   赔 偿 权 利 人 举 证 证 明 其 住 所 地 或 者 经 常 居 住 地 城

镇居民 人均 可支 配收 入高 于受 诉法 院 所在地 标准 的 ，残 疾赔 偿金

或 者 死 亡 赔 偿 金 可 以 按 照 其 住 所 地 或 者 经 常 居 住 地 的 相 关 标 准

计算。  

被扶养 人生 活费 的相 关计 算标 准， 依 照前款 原则 确定 。  

第十九条   超 过 确 定 的 护 理 期 限 、 辅 助 器 具 费 给 付 年 限 或 者

残疾赔 偿金 给付 年限 ，赔偿 权利 人向 人民法 院起 诉请 求继 续给 付

护理费 、辅助 器具 费或 者残 疾赔 偿金 的，人民 法院 应予 受理 。赔

偿权利 人确 需继 续护 理 、配 制辅 助器 具，或者 没有 劳动 能力 和生

活来源 的 ，人 民法 院应 当判 令赔 偿义 务人继 续给 付相 关费 用五 至

十年。  

第二十条   赔 偿 义 务 人 请 求 以 定 期 金 方 式 给 付 残 疾 赔 偿 金 、

辅助器 具费 的 ，应 当提 供相 应的 担保 。人 民法 院可 以根 据赔 偿义

务人的 给付 能力 和提 供担 保的 情况 ，确定以 定期 金方 式给 付相 关



费用 。但 是 ，一 审法 庭辩 论终 结前 已 经发生 的费 用 、死 亡赔 偿金

以及精 神损 害抚 慰金 ，应 当一 次性 给 付。  

第二十一条   人 民 法 院 应 当 在 法 律 文 书 中 明 确 定 期 金 的 给 付

时间 、方 式以 及每 期给 付标 准。执行 期间有 关统 计数 据发 生变 化

的，给 付金 额应 当适 时进 行相 应调 整 。  

定期 金 按 照赔 偿 权利 人 的实 际 生 存年 限给 付 ， 不受 本 解释 有

关赔偿 期限 的限 制。  

第二十二条   本 解释 所称“ 城镇 居民 人均可 支配 收入 ”“城 镇

居民人 均消 费支 出 ”“ 职工 平均 工资 ”，按照 政府 统计 部门 公布

的各省 、自治 区、直辖 市以 及经 济特 区和计 划单 列市 上一 年度 相

关统计 数据 确定 。  

“上一 年度 ”， 是指 一审 法庭 辩论 终 结时的 上一 统计 年度 。  

第二十三条   精 神 损 害 抚 慰 金 适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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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 以确 定。  

第二十四条   本 解释 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 施行 。施 行后 发

生的侵 权行 为引 起的 人身 损害 赔偿 案 件适用 本解 释。  

本院以 前发 布的 司法 解释 与本 解释 不 一致的 ，以本 解释 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