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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对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的

民事责任做了专门规定。本文结合最新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考察两大法系的立法体例，结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

六条详细论述了道路交通事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以及责任

承担的大小。关键词：道路交通事故 无过错责任 过失相抵 过

错推定责任 2004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施行。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了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民事责

任的归责原则。关于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有学者认为是道路

交通事故的无过错责任，也有学者认为是过错责任（过错推

定）。我们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立

的是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机动

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适用无过错责

任原则。本文拟就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若干问

题，从理论与实务的结合上作一简要考察，尝试着借鉴国外

的相关理论学说和实务上的处理手法，分析我国道路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性质，以利于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法律制度的完善，使实务上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处理更

有利于受害者的救济，有效地保护受害者的利益。 道路交通

事故可以分为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和机动车和非机动

车、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 一、我国现行法的规定 《民

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

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



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

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此条以基本法的形

式，确立了从事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的，属特殊侵权

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并规定只有受害人故意才是加

害人的唯一免责事由。然而，不足之处是，本条的规定过于

简略，又将交通事故与高压、高空、易燃、易爆等高度危险

作业规定在同一条文，致使法院在裁判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

件时，困难重重，并且难以解决“过失相抵”等。 《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

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

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以

下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

由有过错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

比例承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

道路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能

够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机动

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

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

，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本条明确确立了我国机动车之

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肇事

者唯一的免责条件是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的故意，并同时

规定在责任承担的大小上适用“过失相抵”的原则。 二、比

较法研究 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归责原则，英美法系和大陆

法系的立法存在重大的差异，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实行过错责

任原则；大陆法系国家对机动车交通事故则采用无过错原则



。 1、英美法系 在美国，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必

须以肇事者存在过错为归责要件，一般认为，美国侵权行为

法确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理由如下

：过失责任的确立就是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对其他成员

承担一种义务，即须以一种可以避免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方式

来实施自己的行为。在不同的环境下，机动车驾驶员负的主

意义务是不同的，如：天气的状况差、道路环境恶劣与平常

情况，机动车驾驶员的谨慎驾驶义务是不同的。 英国的机动

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一直适用普通法的侵权责任原则。 2、

大陆法系 德国于1952年制定了《道路交通法》，该法第7条规

定：“车辆在驾驶过程中致人死亡、受伤或者损害人的健康

和财产时，由车辆所有人就所生损害向受害人负赔偿责任。

如果事故是由于不可避免的事件所引起，则不负赔偿责任。

”按照该条规定，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不以车辆所有人或驾

驶人一方有过错为要件，所有人或驾驶人也不能通过证明自

己无过错而获免责，因而属于无过错责任。同时，法律明文

规定以“不可避免的事件”为免责事由。被告如能证明自己

一方已尽高度注意义务，且非车辆机能障碍或操作失灵所致

，而是由受害人或第三人的过错或动物所引起，即属于“不

可避免的事件”，因而可以免责。 法国在1985年7月5日颁

布Badinter法之后对道路交通事故实行无过错责任，依据该法

，有牵连的机动车司机应当对受害人承担完全的侵权责任，

如果有几个机动车有牵连关系，则受害人有权要求其中的某

一个司机或管理人对自己的损害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日本机

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确立了加害人的无过错责任。受害人无

需证明加害人方面存在过错。同时依该法，责任主体包括机



动车所有者、使用者等对机动车的运行有支配力并因而享有

运行利益的人。此机动车的运行供用者在不能证明有下述三

项事由时将不能免责： （1）自己及驾驶者对于机动车之运

行并未怠于注意；（2）受害人或驾驶者之外的第三人有故意

或过失；（3）机动车并无结构上的缺陷或机能上的障碍。 

三、国内流行的理论学说 目前国内民法学界对机动车之间发

生的交通事故均主张采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而在机动车和

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的归责原则上存在较大

分歧，主要有过错推定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两种观点。 1．过

错推定责任。过错推定是法律推定加害人有过错，加害人欲

免责需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如果加害人不证明或不能证明，

则推定其有过错并结合其他构成要件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即证明责任采取的是举证责任倒置。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

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起草的《中国民法典&#8226.侵权行为法编

》草案建议稿采纳了这种观点，该建议稿第193条规定：“在

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及其他机动车违反交通归责的情况下

，机动车驾驶人仍应当采取一切可能措施避免事故的发生，

或者减轻事故的损失。在前款情况下，如果机动车驾驶人没

有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同时没有证据证明其有可能通过采

取其他措施避免事故的发生，该机动车驾驶人对事故的发生

不承担责任。” 2．无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是指在法律有

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以已经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

，由与该损害结果有因果关系的行为人，不问其有无过错，

都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强调的是加

害人不能以自己没有过错而免责。《民法通则》和新的《道

路交通安全法》采纳了这种观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最大好



处在于能及时有效地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使受害方的利益得

到较好的维护，同时无过错责任原则亦能有效提高当事人对

造成损害的警觉和预见程度，减少损害事实出现的几率。中

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起草的《中国

民法典：侵权行为编条文建议稿》采纳了这种观点，该建议

稿第72条规定：“机动车在运行中造成行人人身损害的，由

机动车保有者承担民事责任。但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机

动车保有者不承担责任；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失的，

可酌情减轻机动车保有者的责任。” 四、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应采无过错责任 机动车和非机动

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采用无过错责任的归

责方式是大陆法系各国的共同经验，是20世纪侵权行为法领

域的重大成果。 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法理根据主要有五：一是

高度安全注意义务的违反，在现代的交通中，机动车驾驶人

员除了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之外，还必须履行应尽的高度安全

义务，这种义务，就是在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及其他机动

车违反交通归责的情况下，机动车驾驶人仍应当采取一切可

能措施避免事故的发生，或者减轻事故的损失。二是优者危

险负担理论，即在交通事故中，以车辆冲撞在物理上危险性

的大小及危险回避能力之优劣等，来分配其危险责任。三是

报偿理论，即“谁享受利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汽车公司

和汽车所有人享受汽车带来的利益，自然应由他们承担因汽

车运行所带来的风险；四是危险控制理论，即“谁能够控制

、减少危险，谁承担责任”的原则。惟有汽车公司、汽车所

有人和驾驶人能够控制危险，能够尽可能避免危险，尽可能

减少损害；五是危险分担理论，即汽车事故是伴随现代文明



的风险，应由享受现代文明的全体社会成员分担其所造成的

损害。汽车公司、汽车所有人因承担责任所付出的赔偿金，

通过提高运费和投保责任保险，最终转嫁给了整个社会，实

际是由全体消费者分担了风险。可见，从表面上看，实行无

过错责任，似乎对汽车公司、汽车所有人很苛刻，实际上是

整个社会的消费者分担了责任，是最公平合理、最符合社会

正义的。 五、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理解 《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76条是一个先进的立法例，主要包含以下内

容： 1．道路交通事故首先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

强制保险投保金额的范围内予以赔偿 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是

一种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必须投保的险种，是针对第三者

因交通事故造成损害进行赔偿的险种。第三者是指除保险人

与投保人之外的，因保险车辆的交通事故而遭受人身伤亡和

财产损失的受害人。这里的人身伤亡是指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所造成的事故现场他人的身体受到的伤害或生命的终止；

财产损失是指由于交通事故所造成的第三人的物质损失，包

括车辆修理费用、抢救费用、人身伤亡善后费用等。 保险公

司承担的是限额责任，即保险合同当事人确定并在保险单上

载明的保险事故发生时应当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最高限额

。根据本条规定，对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的，首先由保险公司在肇事机动车投保的第三者

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进行理赔。考虑到保险金额

有一定的限度，可能会出现交通事故造成的实际损失大于保

险金额的情况，为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本条明确规定了

肇事机动车对超出责任限额部分的损失的补充性处理原则。

也就是说，对于交通事故中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首先由



保险公司从其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

当保险金额不足以赔偿实际损失时，则应按照本条的规定予

以解决赔偿责任问题。 2．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以过

错责任为归责原则 对于超出投保金额的部分，机动车之间发

生的交通事故，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双方都有过错的，按

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适

用过错责任原则，主要是考虑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属于平等的

主体，不存在强弱的区别，并负有相同的义务。其中有过错

，主要是指违反交通规则或者驾驶错误等，这种过错是造成

交通事故的原因。有过错的一方对于交通事故的形成具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即行为人的过错与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直接

的因果关系，因而必须承担民事责任。对于双方都有过错的

，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原则”，也就是按照过错的大

小来确定责任的轻重，根据责任的轻重来确定对损失承担的

比例。 3．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以

无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 即使加害人没有任何过错，而且受害

人本身有重大过失时，从事这种高度危险作业的加害人也不

能免除民事责任。法律这样规定并不意味着受害人有过错时

加害人仍要承担全部民事责任。不免除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

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如果加害人能证明受害人有重大过失时

，可以减轻他的民事责任。在汽车交通事故赔偿中遵照的就

是这一原则。无过错责任是指加害人无过错也承担责任。适

用无过错责任，不是要加害人对受害人过错引起的损害全部

承担责任，而是确定加害人应承担赔偿责任的有无。 4．机

动车和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适用过失相抵原

则 无过错责任是指加害人没有过错也要承担责任，解决的是



确认加害者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而过失相抵是指受害人方

面的过失致使损害发生时其所得赔偿额的减少，解决的是损

害赔偿额多寡的问题。认定责任的有无与确定赔偿范围是两

个不同的问题。 过失相抵的概念来源于罗马法，罗马法规定

：“因自己的过失而蒙受损害者，不得视为受害人。”过失

相抵原则是指为了谋求负损害赔偿义务的加害人与受害人之

间的公平，当受害人有过失时，斟酌其过失，对受害人所损

失的损失额妥当减额，再由加害人进行损害赔偿。 实行过失

相抵原则，应当通过过错的比较和原因力的比较，在此基础

上，依比例确定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责任比例，依此减轻加害

人的责任。 过错比较，是指在混合过错中，通过确定并比较

加害人的过错程度，以决定责任的承担和责任的范围。我国

司法实践中，将双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具体确定为一定的比

例，从而确定出责任范围。对损害结果应负全部责任者，其

过错比例为95－100％；对损害结果应负主要责任者，其过错

比例为51－94％；对损害后果应负同等责任者，其过错比例

为50％；对损害后果应负次要责任者，其过错比例为5－49％

；过错比例不足5％的，免除其赔偿责任，不认为其有过错。

确定当事人过错采用的标准是当事人主意义务的内容和注意

标准。原因力比较。原因力，是指在构成损害结果的共同原

因中，每一个原因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或者扩大所发生的作用

力。 我国司法实践中，当各方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无法确定，

或者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归责时，应以各自行为或者因素

的原因力大小，确定各自的赔偿份额；在各方当事人的过错

程度相等时，原因力对赔偿责任份额的确定起“微调”的作

用；在加害人依起过错程度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次要责任



时，各自行为或因素的原因力起“微调”作用。 承担无过错

责任的义务人即使无过错，但只要损害是因其行为产生的也

必须承担责任。同时，当损害的发生受害者的行为也发生了

作用时，不作适当减额处理也是不公平的。过失相抵原则实

际上是一种实现公平的手段。同时，在进行过失相抵时，还

要考虑到注意义务的轻重，双方过失的大小。承担无过失责

任方有过失时应该作为加重的要素，或者作为减少受害者方

过失相抵比例的要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切实保护受害人

的利益，实现现实社会中具体的公平。 5．机动车和非机动

车、行人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唯一的免则条件是非机动车驾

驶人和行人的故意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种比较特殊的交

通事故，即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为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

自杀性交通事故）。这类的事故的处理往往存在着两个问题

：一是对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主观故意的认定存在困难；

二是交通事故的善后处理比较困难。以往的实践中，由于考

虑到社会的稳定和抚慰伤亡者的家属的需要，往往是由机动

车驾驶人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即使能够证明该伤亡是由非

机动车驾驶人或者行人故意造成的。为了促进全社会对道路

交通安全的重视，教育每一个公民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本条对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的情形作

出了相应的规定，即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这里值得注意

的是，因谁主张谁举证，机动车驾驶人一方要注意相关证据

的收集，主要是两方面的证据：一是证实自己严格遵守了交

通归责；二是证实该交通事故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

意造成，如现场证据的提取、过往行人的证言等。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