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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请求权的基本特征。（1）请求权是以国家行为为对象，要求国家作一定积极行为的主观的权
利。（2）请求权是一种确保基本权利实现的手段性权利。（3）请求权是具有一般效力的、具体的、
现实的权利。3.请求权的类型。从广义上讲，请求权除包括国家赔偿请求权、国家补偿请求权与裁判
请求权外，还包括宪法规定的监督权。监督权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请求的性质。从狭义上讲，请求权包
括国家赔偿请求权、国家补偿请求权、裁判请求权。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赔偿取得权实际上是一种请
求权。国家补偿请求权是指由于国家的合法、正当行为造成公民权利损失，公民要求予以救济的权利
。目前有关保障补偿请求权的规定散见于一些单行法律、法规之中，还没有统一的国家补偿法体系。
裁判请求权是公民公正地接受审判的权利。宪法规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法院公开审判
原则、法院独立审判原则及被告人有获得辩护的权利的规定等构成了裁判请求权的具体内容。根据宪
法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公民享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国家赔偿请求权是指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
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国家赔偿法》第2条规定：
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
有依据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国家赔偿请求权是基于宪法的规定而发生直接法律效力的、具有财
产权性质的一种权利。（1）国家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根据宪法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侵害时可提起国家赔偿请求
。军人、国家公务员的国家赔偿请求权依法受到一定的限制。外国人的国家赔偿请求权依国际法上的
相互主义原则确定。《国家赔偿法》第33条规定：外国人、外国企业和组织的所属国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求该国国家赔偿的权利不予保护或者限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外国人
、外国企业和组织的所属国采取对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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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个书，不能说好看，只是很有必要了，不错，很有用得上
2、就是需要这本书，感觉过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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