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3 案件写真 2022 年 2 月 9 日 星期三

www.shfzb.com.cn责任编辑 王睿卿 E-mail:fzbfyzk@126.com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违背忠诚义务者的“戒尺”

一婚内出轨者赔付精神损害6万元
婚姻关系中， 夫妻双方本

应互相忠诚 、 互相友爱 。 然

而， 却有人禁不住诱惑， 做出
不道德的事情后选择离开。 在

破碎的婚姻中， 出轨者真的可
以全身而退吗？ 无过错方该怎

样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近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法院审理了一起离婚纠纷案

件， 主审法官依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 对离婚损害赔

偿制度增设的 “其他重大过

错” 的新规定， 判决认定多次
婚内出轨行为属于适用离婚损

害赔偿制度的行为， 应由过错
方赔付精神损害赔偿金。 离婚

损害赔偿制度由来已久， 但此

前在实践中因存在适用类型过
于局限、 赔偿标准不明晰等问

题， 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民法
典中增设了 “其他重大过错”

这一兜底条款， 采用 “列举+

概括” 的模式有效扩大了离婚
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 为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顺
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 更好地

保障无过错方权益提供了法律

支撑。

【案件回顾】

夫妻关系不睦

丈夫起诉离婚

黄某与梁某于 2013 年 1 月登

记结婚。 黄某称， 婚后初期， 二人

也曾如胶似漆， 无话不说。 但随着

婚姻生活中双方相互了解的逐渐深

入， 二人性格以及生活习惯的差异

逐渐凸显， 无法调和。 双方常因琐

事争吵不休， 黄某疲于应对， 曾于

2019 年提出离婚， 虽未能获得支

持， 但此后夫妻感情仍未能修复，

无奈之下， 黄某只得二次起诉， 要

求法院依法判决双方离婚， 并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

丈夫婚内出轨

妻子要求赔偿

梁某到庭应诉后表示， 其同意

离婚。 但离婚的真正原因并非黄某

所称的双方常因琐事争执， 而是因

为黄某出轨成瘾， 婚内屡屡犯忌，

知错不改， 最终导致了双方的婚姻

走向失败。 黄某婚内出轨行为虽未

达到重婚、 与他人同居的严重程

度， 但由于其婚内出轨的次数较

多， 已然构成了对梁某的严重伤

害，应当符合民法典中有关“其他重

大过错”情形的规定，黄某作为过错

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证据确认出轨

由过错方担责

庭审中， 黄某对于梁某的指控

最初矢口否认。 梁某为此提供了黄

某在几个社交平台发布的文字、 图

片、 视频， 以及手机中留存的照

片、 视频等证据。 法官结合上述证

据， 对黄某进行询问后， 黄某最终

承认了其婚内出轨的事实。 但即便

如此， 黄某也表示希望通过当庭道

歉的方式获得梁某的谅解， 不愿意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法官认为， 黄某多次出轨的行

为， 严重违背了夫妻间的忠诚义

务， 摧毁了夫妻间的信任， 深深伤

害了梁某的感情， 应当属于民法典

中规定的“其他重大过错” 的行

为， 应由黄某对梁某承担离婚损害

赔偿的责任。 本案中， 梁某主张黄

某赔偿 10 万元， 但结合黄某的过

错程度、 黄某的实际收入等因素，

法院最终酌定由黄某赔偿梁某 6 万

元精神损害赔偿金。

【裁判解析】

无过错方

权益保护原则

离婚诉讼中， 当事人多会提起

离婚损害赔偿。 但由于此前婚姻法

中仅列举了四种较为严重的情形可

以适用离婚损害赔偿， 且赔偿标准

不明确， 因此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保

护无过错方、 惩罚过错方的效果只

得到了有限的作用。

事实上， 因婚内出轨导致离婚

的诉讼在现今已非个案。 曾有学者

对2000年以来的出轨问题进行研

究，调查结果显示，出轨率较此前

呈上升趋势。这与出轨行为的隐蔽

性较高、过错成本低、证明成本高

有很大的关系。如果继续放任此种

趋势蔓延，将既不利于保护婚姻中

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 也不利于风

清气正、和谐友爱的家风建设。

民法典增设“其他重大过错”

之举， 就是为了突破原有的局限，

扩大当事人主张损害赔偿的事由，

让这一制度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经

济的发展， 与时俱进地保护无过错

方的合法权益。

审判实践中， 法官可以通过比

照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明确列举的四

种过错行为的严重程度、 危害程度

等， 将四种行为之外的其他过错行

为有针对性地、 有条件地纳入离婚

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中， 对过

错方施以惩戒。

本案中，黄某的行为虽未构成重

婚或与他人同居，但通过梁某的证据

以及黄某自身的陈述，均可以证实其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多次与其

他异性有不正当关系的事实，该行为

是对夫妻忠诚义务的严重违反，足以

对夫妻关系中无过错方造成心理和

精神上的损害，黄某对此存在重大过

错，因此梁某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诉

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至于精神损害

赔偿金的具体数额，法院一般会综合

过错程度、家庭收入以及惩戒效果等

因素进行酌定。

【专家点评】

违背忠诚义务

构成重大过错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徐爽认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在这起离婚纠纷案件中， 判决夫妻

婚内出轨一方违背忠诚义务， 构成

重大过错， 需向无过错方支付精神

损害赔偿。 这是该院以司法裁判助

力形成相互忠诚、 相互关爱， 平

等、 和睦、 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的

具体举措； 也体现了民法典倡导树

立优良家风， 弘扬家庭美德， 重视

家庭文明建设的立法精神。

本案中， 黄某与梁某于2013年

登记结婚， 2019年提出离婚， 未获

支持； 此后不到两年， 再度提出离

婚。 婚姻和家庭对于男女双方是第

一位的， 也是神圣的。 民法典第一

千零四十三条规定， 夫妻应当互相

忠实， 互相尊重， 互相关爱， 家庭

方能和睦美满， 成为夫妻情感的港

湾、 事业的后盾。 这是通过法律的

方式明确了夫妻的婚内义务。 然

而， 在黄某与梁某不到10年的婚姻

存续期， 两人接近一小半的时间都

陷于争吵、 折腾状态。 不仅如此，

法院根据梁某的指控查明， 黄某在

婚后出轨成瘾， 屡屡犯忌， 其严重程

度深深伤害了梁某的感情， 摧毁了夫

妻间的信任， 使得家庭已经名存实

亡， 最终导致两人婚姻关系彻底破

裂、 一拍两散。 在离婚率持续攀升的

今天， 婚内出轨已成为夫妻感情破裂

的主要原因之一。 针对这一现象， 民

法典在制定过程中扩大了当事人在离

婚时主张损害赔偿的事由， 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方可

以请求损害赔偿 ： （一） 重婚，

（二） 与他人同居， （三） 实施家庭

暴力， （四） 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

（五） 有其他重大过错， 以此来救济

无过错方、 且让过错方无可逃遁其责

任。 本案中， 黄某罔顾配偶的感受，

多次婚内出轨， 对对方造成了较大的

精神伤害， 更违背了公序良俗以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 法院

以司法裁判表明了此种严重不忠于婚

姻的行为落入“其他重大过错” 范

畴， 当事人应承担法律责任。 这样的

裁判， 既依法维护了婚姻关系中无过

错方的合法权利， 同时， 也以“纠

错” 之警示强调夫妻应尽相互忠诚

的义务， 有助于构建和谐家庭、 和

谐社会， 树立修身齐家的诚信形象。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的损害赔偿，

须以起诉离婚为前提； 若法院判决

不准离婚， 或者无过错方不诉离婚

而单独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 法院不

予受理。

家乃天下之本。 家庭和睦不仅关

系到夫妻双方本人、 夫妻各自原生家

庭的幸福， 也是子女健康成长、 成员

自律守法的基础。 法院裁判黄某因行

为失范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本身并

不是目的； 而是要通过此举来教育当

事人双方， 尤其是让黄某吸取经验教

训的同时， 认真对待婚姻， 珍视婚

姻， 维护夫妻忠诚、 稳定、 和谐的家

庭关系， 弘扬相亲相爱、 向上向善的

家庭文明新风尚。

法院：无过错方离婚后

仍可以主张精神赔偿

离婚后意外发现前夫婚内出

轨的证据 ， 女方能否追讨精神赔

偿呢 ?日前 ， 武平县人民法院审

结一起婚内出轨精神赔偿追讨

案。

陆某与刘某原系夫妻关系， 双

方由于性格不和等原因多次争吵致

感情破裂。 之后， 陆某隐瞒其婚内

出轨的情况， 与刘某协议离婚。 刘

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于 2020 年

4 月与陆某签订了离婚协议书， 并

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 离婚协议书

中写明， 以刘某无过错为由， 陆某

需支付其经济帮助款 7 万元， 该款

已实际履行。

离婚后不久， 刘某意外得知陆

某在离婚后短时间内与他人结婚，

且生育一子， 由怀孕生子所需时间

周期推算， 陆某显然是在婚内出轨

了。 经查实， 陆某于 2019 年 2 月

与他人发生婚外情后开始同居， 并

于 2020 年 2 月致他人怀孕。 陆某

还因此事被有关部门诫勉谈话。

刘某认为陆某的行为违背了婚

姻忠诚义务， 愤而将其诉至武平法

院， 要求陆某书面赔礼道歉， 并支

付精神损害抚慰金 5 万元。

离婚后主张赔偿

并无不妥

经审理， 法院认为， 夫妻双方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本应履行夫

妻间的忠诚义务。 陆某在婚内与他

人同居并致其怀孕， 在离婚后生育

一子的行为违反了该义务， 给刘某

造成了精神压力和痛苦， 依法应予

赔偿。

鉴于刘某在离婚后才知悉陆某

与他人同居并生育的情况， 现主张

精神损害赔偿并无不妥。 根据陆某

的过错程度、 损害的后果、 当地平

均生活水平等因素， 结合双方在协

议离婚时 ， 陆某以刘某无过错为

由， 已经对刘某作出一定程度的经

济补偿的情况， 法院遂依照 《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九十

一条第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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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条第一款， 酌

定由陆某支付刘某精神损害抚慰金

为 1 万元。

诉讼期间， 刘某以陆某已在答

辩状中向其进行了赔礼道歉为由，

放弃要求陆某向其作出书面赔礼道

歉的请求， 法院予以准许。 案件宣

判后， 双方均未提出上诉。

无过错方离婚后

也有权主张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

家庭编中无过错方有专门的保护条

款， 其第一千零九十一条规定： “有

下列情形之一， 导致离婚的， 无过错

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 (一 ) 重婚 ;

(二 ) 与他人同居 ; (三 ) 实施家庭暴

力 ; (四) 虐待、 遗弃家庭成员 ; (五)

有其他重大过错。” 这也意味着： 即

使不能证实对方有重婚或同居的行

为， 若对方有出轨、 通奸、 嫖娼、 不

正当交往等重大过错行为， 也能够主

张损害赔偿， 并实现这一目的。

对婚姻不忠诚， 是难以容忍的不

诚信行为。 夫妻间的忠诚义务， 不仅

是道德义务 ， 更是法定义务 。 该案

中， 陆某在婚内出轨， 与他人同居并

致其怀孕， 且在离婚后生育一子的行

为， 此举不仅破坏了夫妻关系， 严重

伤害了刘某的个人感情， 亦败坏了社

会风气， 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 刘某

作为无过错方， 即便已经离婚了， 也

有权向法院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

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综合整理自人民法院报、 澎湃

新闻）

相关案例>>>

离婚后发现前夫曾出轨 女方起诉追讨精神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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