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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2021_2022__E6_9C_AA_

E6_88_90_E5_B9_B4_E4_c36_52663.htm 案情： 甲（8岁）某小

学三年级学生。2005年6月，甲因不满父母忘记了自己的生日

，乘父母外出打牌时自杀身亡。父母打完牌回家，发现甲已

气绝身亡。2004年9月，甲所在的学校为全校学生投保了学生

平安意外伤害保险，年交保险费20元，意外伤害保险金

额10000元。 2005年10月甲的父母作为受益人持相关证明到人

寿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保险公司

不应理赔。《保险法》第66条第1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

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自杀的，除本条第二款规定外，

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对投保人已支付的保险

费，保险人应按照保险单退还其现金价值。” 该条第二款规

定：“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合同，自成立之日起满二年后，

如果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可以按照合同给付保险金。”

可见，该保险条款是将被保险人的自杀作为除外责任。因此

，保险公司不应理赔。 第二种意见认为保险公司应予理赔。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保险法》第66条

规定的自杀免责条款，其立法精神在于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

，用以遏止被保险人为了图谋保险金而蓄意自杀。自杀有故

意自杀与非故意自杀两种情况。非故意的自杀是在精神失常

、神智不清时所为的行为，这类自杀的被保险人通常是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自杀的后果辨别

或认识不清。故意自杀，是在主观上明知死亡的危害结果，

而故意实施的能够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评价故意自杀时，



必须完全具备主客观条件，即在主观上要有结束自己生命的

故意，对自杀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已经预见，对死亡有足够的

认识，在客观上要实施了足以导致自己死亡的行为，并发生

了死亡的后果。根据《保险法》立法精神，在理论和实务中

，一般认为适用免责条款的自杀必须是故意自杀。本案中，

甲年仅8岁，属于未满10周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智力状

况和认知能力较低，根本无法正确理解其自杀行为的性质，

更不能预见自杀行为的后果，所以甲的自杀并不构成故意自

杀。因此，保险公司应该对受益人进行理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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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