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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4/2021_2022__E9_81_93_E

8_B7_AF_E4_BA_A4_E9_c122_484300.htm 《道路交通安全，

以谁为本》以下称叶文，刊登于《中国律师》2005年第一期

，读后有下列几点与作者理解不同，对叶文明显的与法律相

悖的内容，将现行法律规定原文摘引，以帮助无暇阅读法规

又要从事业务者应用，防止误用。 一、道路交通事故的定义

。 《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交通安全法)第2条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以及与道路

交通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本法。 《交通违章

处理实用手册》道路交通事故的定义，“道路交通事故是指

车辆驾驶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

关活动的人员，因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其他道路交

通管理法规、规章的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

的事故。” 根据上述定义可以看出道路交通事故并非叶文所

述“道路交通事故是发生在车辆、行人之间在道路使用过程

中所发生的事故；道路交通事故应当是道路地面的交通事故

；道路交通事故是车辆运营中发生的交通事故。” 道路使用

人在使用道路过程中造成与机动车与行人的损害和财产损害

，亦应是道路交通事故。 笔者认为交通事故是发生在道路上

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事件，其中一方当事人必须是运行

中的车辆，另一方或几方可以是车辆，也可以是行人、非机

动车驾驶人、道路利用人、道路使用人。 例如：甲车违章停

放于路边，其后人力三轮车由于非机动车道被占，转入机动

车道，此时同向机动车道行驶的乙车因避让不及时，与三轮



车相撞，造成三轮车驾驶人受伤，二车损失。事后，交警认

定，甲车违章停放，负本起事故50％责任，三轮车未确保安

全借入机动车道，负次责，乙车观察、处置不当，负次责。 

因此，将道路使用人违法占用道路和道路设施辅助人过错造

成车辆或乘车人及行人损伤，财产损失的事故排除在道路交

通事故外，不利于交通安全法减少交通事故，保证交通设施

安全和最大限度地使用道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立法宗旨。 交

通安全法正是通过将道路使用人纳入法律调整范围，达到杜

绝在道路上进行体育活动，晾晒农作物及城市中随意占路、

滥设道路标志，不规则挖掘及施工的不法行为。如设置广告

、标语、指路标牌等占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影响非机

动车、行人正常通行，设置的标志遮挡信号灯，标志、标线

，车辆违章停放、占路擦洗车辆、占路堆放堆料、占路摆摊

设点，此外，还有空调室外机占路、占道设置市场等这一类

不法行为，达到交通安全法第1条的立法目的。 二、关于道

路交通事故中责任认定和举证责任承担。 根据于敏博士的观

点，《道路交通法》在处理机动车和行人间发生的道路交通

事故上结束了以往《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按违章过错为定责

原则，转向《民法通则》第123条确定的无过错责任上来。 《

民法通则》第123条和第131条的关系，在理论界一直有无过

错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之争论。根据《交通事故处理办法》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实行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交通事故责任

者应当按照所负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即

：有过错方赔偿，无过错方不赔偿。交通事故责任大的就应

该多承担赔偿 责任，交通事故责任小的就应该少承担损害赔

偿责任。这也是我们常说的“以责论处”的原则。笔者以为



我国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实行的是过错推定原则，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一类案件，

都应是过错推定，即发生这一类案件后，负有举证责任的一

方有过错，由其举证，证明自己无过错，而对方有过错，如

果其不能证明的话，则推定成为认定，由其负举证不能的责

任。在交通安全事故处理中不是通过规定要求机动车一方证

明行人、非机动车方在交通事故中的过错或故意，从而减轻

或免除机动车一方民事责任的举证规则，达到保护交通事故

中弱者的作用。 但交通事故有部分赔偿确实是无过错责任，

如《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44条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伤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

方无过错的，应当分担对方百分之十的经济损失。但按照百

分之十计算，赔偿额超过交通事故发生地十个月平均生活费

的，按十个月平均数生活费支付。但非机动车、行人一方故

意造成自身伤害或者进入高速公路造成损害的除外。本次《

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与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

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

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体现了无过错责任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处理办法》废止交通事故处理的以责

论处的原则已废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所确立的共同危

险、连带责任，在律师代理具体事务中都应予以特别注意，

认真学习。灵活运用，才能真正做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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