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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赔偿金能否视为遗产？ 

 

一、什么是死亡赔偿金 

根据《民法典》第 1179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

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

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

的收入。造成残废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

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据此，可以

理解死亡赔偿金是基于侵权行为（伤害）造成他人死亡，而

由相关责任人按照一定的标准赔偿给死者家属因受害人死

亡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 

二、什么是遗产 

按照《民法典》第 1122条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

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

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 

三、死亡赔偿金是不是遗产 

1、根据第 1122条关于“死亡时遗留”的表述，意味

着“遗产”应当是死者生前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财产，

包括财产权利。遗产虽然不一定是现实权利，但它却是被继

承人依法享有的固有利益。而“逸失利益”既非现实权利，



也非固有利益，而是向后发生的未来可预期的收人损失。因

此，仅仅从字面上将民法理论上的“继承丧失说”作望文生

义的理解，将“死亡赔偿金”解释为“遗产”，是不正确的。 

2、从赔偿请求权的角度分析，“死亡赔偿金”既然是

对具有“经济性同一体”性质的受害人家庭未来收入损失的

赔偿，其前提当然是受害人因侵权事件而死亡。 

3、从时间顺序来看，应当是死亡事件发生在先，对由

此产生的各项财产损失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在后。按照

《民法典》第十三条的规定和民法理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

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受害人一旦死亡，其权利能力即行终

止，不再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当然也不能以主体

资格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 

通俗地说，“死亡赔偿金”并非“赔命钱”，也不是赔

给死者的，死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不能享有或者行使此项

损害赔偿请求权。尽管人类基于感性直观，会将“死亡赔偿

金”与死亡事实联系起来，在感情上把它理解为“赔命钱”，

但这与“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及其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毕

竟是两回事。 

4、“死亡赔偿金”在内容上是对构成“经济性同一体”

的受害人近亲属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其法律性质为财产损

害赔偿，其赔偿请求权人为具有“钱袋共同”关系的近亲属，

是受害人近亲属具有人身专属性质的法定赔偿金。 



因此，“死亡赔偿金”不是遗产，不能作为遗产被继承，

死亡受害人的债权人也不能主张受害人近亲属在获赔死亡

赔偿金的范围内清偿受害人生前所欠债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 14个实务问题解答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