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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结构式支付方式的主要内容  

  结构式支付方式（structured settlement），是与一次性支付方式的传统方法及保险

制度结合使用的一种定期期支付方式,在英美法中有时也直接被称为定期支付方式，一般适

用于人身损害侵权案件。结构式支付方式的赔偿金总额的一部分立即支付给原告，其余的赔

偿金被用于从保险人处购买年金保险。该保险建立在一个确定期间的基础上（可以是原告的

年寿，如果有依靠原告的受抚养人，甚至可以更长）。结构式支付方式知名于英国的

Kelly v Dawes 案，并最早在美国和加拿大得到引进和进一步发展。其发展的契机是政府对

分期支付款项的免税处理。结构式支付方式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英国等普通法系国

家的成文侵权法中占一席之地。美国在州和联邦两级都制定了结构式支付方式的相关法律法

规。  

  二、结构式支付方式的优点  

  结构式支付方式可以在美国、英国等普通法系国家的成文侵权法中占一席之地的主要原

因在于其所具备的一些优点。结构式支付方式的具有定期赔偿金的一系列优点外，还具有其

独特的优点。  

  结构式支付方式具有定期赔偿金的一系列优点：（1）避免了通货膨胀等给受害人带来

的可能不利；（2）减轻原告的财政管理压力；（3）受害人（尤其是受害人的监护人）提前

花费赔偿金，而使其未来生活发生重大困难；（5）避免了当事人的多次诉讼节约了有限的

审判资源；（6）使将来损害的发生与对损害的赔偿在时间上和赔偿标准的价值比上更趋接

近，从而也更趋公平。  

  结构式支付方式独有的优点。第一，结构式支付方式具有很强的灵活性。（1）期限灵

活，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年金期限。（2）数额灵活，可以要求不等额付款，比如每三年需

要一个新轮椅，可以选择每 36个月接受一次更大的支付额。（3）适用范围广。其灵活性还

在于其可以适用于广泛类型的损害赔偿结构支付方式主要适用于侵权案件和工伤赔偿。（4）

可转让性。结构式支付方式赔偿金可部分或全部,在任何时间，(但需经法院审查，最优利益

原则)转让给第三人。（5）结构式支付方式的达成可通过调解、仲裁、私人协议、法院审判

书确定等等形式达成。第二，结构式支付方式具有保障性。结构式支付方式可以保障款项在

原告的有生之年不会停止供应。如果没有覆盖其一生的资金，那原告和利益相关者的基本生

活费用、医疗费、教育费也得不到保障。结构式支付方式的达成，先由原告与被告，根据原

告的需要，通常在结构式支付方式经纪的帮助下（计算原告这些需要的长期成本），达成协

议，再由被告将这些义务指派给有经验的第三方，如保险公司，将赔偿金投资为年金保险。

这样年金提供者的支付能力可以得到保障。而结构式支付方式的转让也有专门的立法规定，

在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经专业的结构支付经纪人、专门的结构支付机构的专业保障

和转让时的法院审查，确保原告的利益不受太大的损害。所以越是严重的损害，结构式支付

方式适用的可能性越大。结构式支付方式经常适用于这些类型的案件：导致暂时或永久性残

疾的案件，涉及到被监护人无独立生活能力的监护责任的案件，工人补偿案件，错误死亡案

件；严重损伤，需要长期治疗费用的案件。第三，减轻社会福利负担。由于结构式支付方式

覆盖甚至超越原告一生，原告及其利益相关人要求社会福利帮助的可能性降低，减轻社会的

负担。  

  三.结构式支付方式的法理依据  



  结构式支付方式除具有以上种种优点，还具备深厚的法理依据：1、从侵权行为法的目

的和功能看。侵权行为法的目的和功能大致有如下四点：（1）损害填补功能（2）损失分散

功能（3）制裁性功能（4）依据市场机制的事故和抑制功能。结构式支付方式通过年金保险，

使损害赔偿责任社会化，进一步提升了民事责任填补损害的功能,有利于实现侵权行为法的

目的和功能,给予受害人切实的保障。2、民法家长制关怀的要求。传统的经济学假定人具有

完全的理性，完全的自利和完全意志，即是完全的理性人。但是行为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也证

实了现实人是有限理性、有限自利和有限意志的。也就是说在人性存在缺陷的前提下，法律

从保护法律主体的角度出发，“关心式介入”干预个人自由和个人间关系，尽可能的实现人

们和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结构式支付方式是法律对原告及其利益相关者的担忧和爱护的表

现，更体现了以人为本，人性化的法律思维。   

  本文只是简要介绍了结构式支付方式的一些主要内容、优点和法理依据。对于结构式支

付方式是否值得借鉴、参考并吸收、采用，成为我国的民事责任的赔偿金支付方式之一，还

有待广大学者结合我国的国情，共同研究、讨论。可以说本文的目的在于为民事责任的赔偿

金支付方式的改革提供一思路，希望能引发学者大方对该领域的研究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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