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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80_9A_E8_BF_90_E8_c122_483934.htm 一、关于交通运输

肇事后逃逸如何认定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

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

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

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何谓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三条规定：“交通运

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①第一款规

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

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对本规定笔者试

作以下归纳：“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构成交

通肇事罪，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

为。根据上述规定，笔者认为认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

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以行为人构成

交通肇事罪为前提条件。 《解释》中“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

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指的是

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形，是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前提条件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情节轻微，或负次

要责任、同等责任、无人员伤亡、无重大财产损失等，则不

构成交通肇事罪。这种情况下，行为人若主观上认为后果严

重，自己已构成犯罪，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不应认定



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因为刑法仅处罚那些具有严重

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于客观上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或威

胁的行为，不宜以刑法的方法定罪处罚。 2、交通运输肇事

后逃逸以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追究为主观目的条件。 《 道路交

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必须立

即停车，当事人必须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必须移动

时应当标明位置），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或者执勤的交通警

察，听候处理；过往车辆驾驶人员和行人应当予以协助。第

二十条规定：当事人逃逸或者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

据，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全部责任。这说明

行为人的先行行为即交通肇事行为产生以下五方面的行政义

务：㈠停车义务；㈡保护现场；㈢抢救伤者和财产；㈣报警

；㈤听候处理。这五种义务属于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义务。

其中抢救伤者和财产亦是刑事义务。《解释》中“为逃避法

律追究”是行为人逃逸行为的主观目的，法律追究不仅包括

刑事法律追究，也应包括民事法律追究、行政法律追究，即

包括：⑴民事人身、财产损害赔偿义务；⑵五项行政义务；

⑶抢救伤者和财产的刑事义务。所以交通运输肇事后，行为

人负有上述三类义务，为逃避任何一类义务，在主观上都具

备了应受刑法加重追究刑事责任的主观要件，都是逃避法律

追究。 3、 行为人有逃跑行为。 什么是逃跑，词义是为躲避

不利于自己的环境或事物而离开②。在这里笔者认为应界定

为，行为人交通肇事后，在人身未受到控制时，为逃避承担

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使自己的人身不受被害

人及其亲属、群众、事故处理人员控制而离开的行为。要与

脱逃区别开来。脱逃词义是脱身逃走③。在刑法意义上，构



成脱逃罪的脱逃是指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

人从看守所、监狱、劳动改造管教队、少年犯管教所、拘役

所逃跑的或在押解途中逃跑④。所以脱逃首先要有人身受到

有效控制后而脱离。逃跑是人身尚未受到有效控制而逃跑。

如果行为人交通肇事后，已被事故处理机关采取关押或押解

途中而脱逃，对行为人的脱逃行为，应认定为脱逃罪，另行

定罪处罚，而不是以交通运输肇事逃逸作为交通肇事罪加重

处罚。 4、“逃跑”的时间、地点条件。 依据《解释》规定

逃跑的时间是在发生交通肇事后。那么如何理解“在发生交

通肇事后”，笔者认为不能笼统认为是事故发生后的无限长

的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应界定为在事故发生后的当时至行为

人被事故处理机关关押或押解途中前的这段时间。行为人在

这个时间段逃跑的，属于《解释》规定的“逃跑”行为，在

被关押或押解途中脱逃的，属脱逃罪，而非定本罪。逃跑的

地点，笔者认为，并不限于当场。行为人在被事故处理机关

带去谈话尚未采取关押措施时，趁人不背离开的，仍应认定

为《解释》中的逃跑。 二、对于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否存

在自首分析。 一种观点认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不存在自

首的问题，因为如果自首，则说明行为人没有为逃避法律追

究的主观目的，则不能认定是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只能以

一般的交通肇事罪认定（以下无逃逸情刑的交通肇事以一般

的交通肇事称）；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否认定自首，应按总

则指导分则的一般原则处理。对于交通肇事后潜逃，后又自

动投案的，仍应认定为自首，但处罚上应和其他自首的有所

区别，对极少数后果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也可以不

从轻处罚⑤。 笔者认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又自首的，是否



认定自首，不能一概而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犯罪人

的主观心理及客观表现综合认定。被告人交通肇事后，有报

警及等候处理的义务，不能以此认为不存在自首问题，是否

认定自首，应按刑法总则的规定来分析认定。具体有以下几

种情形： 1、 行为人交通肇事后离开现场不间断的到有关部

门投案如实讲述事发经过的。 这种情况下，主观上被告人离

开现场的目的不是为逃避法律追究，表现在客观行为上体现

为离开现场后不间断的到有关部门投案，并对事发经过毫不

隐瞒，并且以行为人所知和认识到的情况如实讲述，不避重

就轻，不夸大对方责任，不回避自己的责任。这种情况主客

观能够相互印证，无为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不认定为交通

运输肇事后逃逸，只认定为一般的交通肇事罪，并且应对其

主动投案行为认定为自首，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量

刑幅度内，并按照自首的量刑原则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2

、 行为人交通肇事后离开现场不间断的到有关部门投案未如

实讲述事发经过的。 若行为人投案后，未如实供述肇事经过

，虚假叙述，推脱自已的责任，夸大对方的责任，则按照刑

法总则有关自首的规定，因未如实供述案件主要事实，不认

定为自首，但因行为人无逃跑行为，亦不能认定为逃逸，应

以一般的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若行为人投案后，向有关部

门讲述有交通事故发生，但当时不是自己驾车，而是别人驾

车肇事的，并说服别人替自己顶罪的，因无逃跑的行为，不

认定逃逸，但后面的行为，又符合伪证罪的特征，则以交通

肇事罪和伪证罪数罪并罚。 3、 行为人交通运输肇事后，为

逃避法律追究而离开现场，经过一段时间后，又投案如实讲

述交通肇事及逃逸情况的。 这种情况笔者同意前面第二种观



点。交通运输应肇事后逃逸存在着自首的情况，即这种情形

，行为人主观上有一个转变过程。在前面为逃避法律追究而

逃跑的主观故意支配下的行为，认定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

，而后面出于不论何种想法，去主动投案，自愿接受法律处

罚的行为，又符合投案自首。是在两种主观故意的支配下，

实施的两个行为，前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已构成交

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后者主动投案，如实供述案情的，又能

够认定自首。因此应以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并有自首情节定

罪量刑。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量刑幅度内按照自首的量刑

原则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4、 行为人交通运输肇事后，

经过一段时间后，又投案如实讲述交通肇事经过但称离开现

场并非为逃避法律追究情况的。 有的被告人称，自已是因为

怕被害人及其亲属打自己才离开现场，不是为逃避法律追究

。这种情况，是被告人对自己的主观故意性质认识不清，按

照笔者在前面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主观条件的论述，这

种仍应认定被告人是为逃避法律追究而离开现场，因为逃避

法律追究表现为逃避履行以下义务：⑴民事人身、财产损害

赔偿义务；⑵五项行政义务；⑶抢救伤者和财产的刑事义务

。被告人交通肇事后逃避履行上述义务的任何一种，都符合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主观条件。不能以被告人的这一辩解

理由，而认为被告人主观无逃逸意图，这是被告人对行为性

质的认识问题。因被告人对肇事经过如实供述，对自首仍应

认定。以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并有自首情节定罪量刑。 有的

被告人称，自己在交通运输肇事后，本没有为逃避法律追究

而逃跑的故意，因为不能抗拒、不能避免的理由，阻碍了自

己归案。这种情况下，被告人负有对无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



的故意及不能抗拒、不能避免的理由的举证责任，侦查机关

负有按照行为人提供的线索协助取证的举证责任。同时被告

人必须在不能抗拒、不能避免的理由消失后，及时不间断的

到有关部门投案。不能抗拒、不能避免的理由包括：行为人

肇事后被被害人家属秘密非法拘禁；肇事后被其他人员秘密

非法拘禁；肇事后被人打昏一直昏迷不醒，被人带离现场等

，使被告人主观意志不能控制自己的客观行为的情形，上述

情况属确实无法自动去投案。这种情况若查明属实，应以一

般的交通肇事罪定罪并认定自首，不认定逃逸。 5、 行为人

夜间驾车行驶与一黑影擦过，行为人认为是风吹来的树枝或

布片等物品，车行驶一段路程后，行为人下车才发现血迹，

然后报案并投案的。 确有这样的一个案例，笔者认为，这种

情况下，如能查证上述事实，则行为人主观上无为逃避法律

追究的故意，不能认定逃逸，客观上在发现自己交通肇事行

为后，及时报案并投案如实供述事实，即不属为逃避法律追

究而离开现场，又符合自首情形，应以一般的交通肇事并有

自首情节定罪处罚。注： ① 第二条 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一）死亡一人或者

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二）死亡三

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三）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

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

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

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

处罚： （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驾驶机动车辆的； （二）无

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 （三）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

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四）明知是无牌证或



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五）严重超载驾驶的； （

六）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见《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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