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乡居民人身损害赔偿“同命不同价”现

象，终于要正式宣告终结了。

据最高法网站消息，最高法 27 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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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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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居民“同命不同价”是一个长期被公

众诟病的现象。2003 年，最高法公布《关于

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规定，中国公民的死亡赔偿金标准，城

镇居民按当地（省级、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农村居民按

当地人均纯收入计算。

生命无价，本应一视同仁。即便城乡居

民生活成本差异客观存在，“同命不同价”的

赔偿政策依然有悖生命平等价值，造成了权

利的不平等，不时引发争议。2005 年底，重

庆一起车祸中有 3 个孩子不幸丧生，结果，两

个城市户口的孩子各获 20 多万元赔偿，而农

村户口的孩子只有 9 万元赔偿。同一场交通

事故，受害人因户口不同而获得的死亡赔偿

费相差巨大，令人意难平。

“同命不同价”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难

题。由于城乡赔偿标准不同赔偿额差距很

大，适用何种赔偿标准往往是当事人争执的

焦点和案件审理的难点。

通常情况下，受害人户籍登记住址作为

判断城镇、农村居民的标准。出于实际情况

考虑，对农村居民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

源地均为城市的，可以适用城镇居民标准赔

偿。比如，交通事故发生时，能够证明已在城

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或主要收入来源于城镇

的农村居民，参照城镇居民标准计算。但如

何举证在城镇居住一年，什么样的证据符合

标准，执行起来问题重重，往往造成法官无所

适从，同样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或不同的法

官手中，甚至有截然相反的判决。这种人为

因素导致的纠葛，也是引发案件上诉甚至信

访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市民和农民的不同身份作为死亡赔偿

金的计算标准，是人为制造的群体差异。为

了消除这种人为的不平等，在后续的司法实

践中也不断予以纠偏。《侵权责任法》《民法

典》中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

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突飞

猛进和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放开，特别是 2014

年取消了户籍的农业和非农业的区别，城乡

二元制的根基已经销蚀。尤其在城乡融合发

展的大局之下，民事赔偿不宜以“城里人”“村

里人”相区分。

统一城乡居民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不仅

可以更充分保护受害人尤其是农村居民受

害人的利益，更维护了宪法权威，真正体现

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

义。站在司法角度审视，统一的标准更有利于

规范审理高效办案，提升司法形象，实乃多赢之

举。

统一城乡赔偿标准，对生命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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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那时候回家了，室友、整栋楼，甚

至整个小区，都可能被封，我自己一人，就算

在外面站一天、坐一天，也无所谓。”这是北京

218 号感染者、34 岁的张先生在得知自己是

密接者后，作出的选择。

独自在车里度过了 12 个小时，自我隔离

超过24小时。这24个小时，尤其在车上度过

的这 12 个小时很难熬，可是却为疫情防控赢

得了主动。由于张先生没有回到居住地，26

日上午 11 时，社区人员和环境采样，结果均

为阴性。也得益于张先生的防范意识，居民

楼只封控了 14 个小时。张先生也因此被网

友们称为“中国好邻居”。

218 号感染者科学冷静的处理让整个小

区免于一场危机。这样的善意大家都看在眼

里，这样的温暖大家都感受到了。为众人抱

薪取暖者会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尊重，大家纷

纷用深明大义、富有牺牲精神来形容张先生

的作为。为 218 号点赞是在为自律和担当点

赞，为他体现出来的公民素质点赞，也是为他

在疫情防控中起的作用点赞。

疫情当前，任何不负责任的行为都可能

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我们有过这样的惨痛教

训，去年从南京“闯关”，致 70 人确诊，并引发

疫情在扬州扩散的“毛老太”毛某宁案就是一

起典型案例。就在 4 月 27 日，北京警方公布

了几起无视法律规定，违反疫情防控要求的

违法行为。其中一起是确诊病例姜某在 4 月

25 日接受流调过程中，故意隐瞒行程轨迹和

接触史，导致相关点位和人员未被及时纳入

管控，造成疫情传播扩散。400 余名密接人

员被采取集中隔离措施，8 个小区、6700 余人

临时封控管理。

一次瞒报就能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与

之相比更可见 218 号感染者的可贵。疫情防

控很多时候就是与时间赛跑，在最短的时间

内锁定目标，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清活动轨迹，

及时处置，就会将风险纳入可控范围。可是

再迅速的行动，也是需要时间的，就像张先生

这样，一直等到自我隔离 24 小时以后才最终

等来了确定的消息。

这 24 小时就是公民个人发挥作用的时

候，就是考验公民个人素质和责任意识的时

候。为什么每次发生疫情，防控部门都会不

厌其烦地进行流调，并对外公布行程轨迹，就

是希望借助市民的主动配合，及时发现可能

的风险，向社区报告、自我隔离，第一时间阻

断疫情，共同筑起疫情的防线。

张先生用自己负责任的行为给大家上了

生动的一课，这一课应该被铭记在心里。

每个人都是疫情防控的责任人，做好自

己，履行好自己的责任，严格遵从防控措施，

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就是一条坚实的疫情防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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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近日明确表示，该校

的学校发展和学科建设均不再使

用国际排名作为重要建设目标。

这一决定获得了很多点赞。

高校排名历来受到人们关注，

不仅有国内排名还有国际排名，如

果排名靠前，学校的师生和校友们

都会觉得自豪，考生们也被吸引至

这所高校。

南京大学是国内首个引入“洋

指标”的大学，上世纪90年代，该校

最早引入SCI的论文收录和被引用

次数等。排名带来了动力，带动了

我国SCI论文数排名的上升和国内

高校基础研究的发展。但“洋指

标”泛滥之后，也给国内高教界带

来乱象，因为将排名与资源分配挂

钩，客观导致造假、买榜的黑暗现

象产生，从而制造了不公平。

优秀的大学虽不会特别关注

排名，但也有不少大学很重视排

名，这是它们获取资源、声誉的一

种方式。所以有种声音认为：国际

排名，排的是虚荣心。

但是，拒绝国际排名之后，我

们要如何建立起符合自己的高校

教育标准和评价体系？不以国际

排名为指标，专心埋首于自己的教

育初心固然没错，但理想毕竟还

是一个比较虚的目标，需要一个

具 体 的 计 划 来 辅 佐 其 落 实 到 实

处。正如我们当年考大学，会制

定符合自己的学习提高计划；教

育评价体系一定要有，否则何以评

价优劣以发现不足？

这个评价体系，一定要切合我

们的实际，同时具有较大的弹性，

不要沿袭排名的旧思路，有助于回

归教育本质和服务于国家战略体

系。而不能像以往一样为了追随

各项所谓的工程，将大量时间和精

力都花在搞排名、造指标、填表、写

项目书上，或者强迫一些难以用论

文形式呈现成果的学科，非要用论

文数来论英雄，这些让学者无法静

下心来做教育和研究。

这项工作光靠一所大学或几

所著名大学联手不行，离不开教育

主管部门的力量，甚至有必要联合

其他职能部门探索建立。如今中

国的学术活跃度已在赶超一些传

统强国，相信我们有足够的学术自

信，统筹考虑育人、科研、社会服务

工作等，走出特色之路。

项向荣

反思南大拒绝国际排名
教育“打榜”要符合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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