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事故善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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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警察局

• 徐子岗

如何妥善处理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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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事故损害

• 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
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
事件。

每起交通事故的必然后果

• 根据对象不同，可分为:

• 人身损害

• 财产损害

侵权行为

• 《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第3款规定：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
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
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
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
责任。”

一般的侵权行为

• 即狭义的侵权行为，指行为人出于过错，
不法侵害他人合同外合法的财产、人身
权益，从而需负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 对这种侵权行为，必须要求行为人有过
错，才构成侵权责任。



特殊的侵权行为

• 是指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针对某一行
为，只要造成他人合同外合法财产、人
身权益的损害即需负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对这种侵权行为有的不要求责任人具有
过错。

• 由于特殊的侵权行为不要求一般侵权行
为所有要件，所以法律对这类侵权行为
的种类都明文加以规定。

（二）交通侵权行为分类

• 交通事故损害是由交通侵权行为造成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关于交通事故的概念，交通侵权行为分
为:

• 交通安全违法的侵权行为

• 交通意外的侵权行为

1、交通安全违法的侵权行为

• 属于一般的侵权行为，它的构成要件包
括：

• 第一，侵害行为违法性。

• 第二，损害事实。

• 第三，因果关系。

2、交通意外事件

• 属于特殊侵权行为

• 其法律依据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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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是由受害
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 法律依据之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119条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

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



（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

• 补助

• 补偿

• 赔偿

• 义务人、权利人

（四）赔偿标准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六十五条

• 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按照《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执
行

• 财产损失的修复费用、折价赔偿费
用按照实际价值或者评估机构的评
估结论计算

赔偿项目[最高法院解释]第十七条

• 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
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
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
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
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
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
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
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
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
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
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
合理费用。



《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

•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
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
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
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
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
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医疗费（第十九条）

• 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
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
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
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
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
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
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
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
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
一并予以赔偿。

误工费（第二十条）

• 误工费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
确定

• 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
出具的证明确定。

• 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
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

省高院民一庭的统一标准

• 受害人有固定收入的，误工费按照实际
减少的收入计算。

• 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
的平均收入计算；

• 受害人不能举证证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
收入状况的，可以参照全省全社会单位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 35731元

• 误工费=年工资额÷年天数（365）×误
工天数。



护理费第二十一条

• 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
期限确定。

•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
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
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
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
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 护理期限应计算至受害人恢复生活自理能力时止。
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
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的护理期限，但
最长不超过二十年。

• 受害人定残后的护理，应当根据其护理依赖程度并
结合配制残疾辅助器具的情况确定护理级别。

省高院民一庭的统一标准

• 护理人员有固定收入的，护理费按照实
际减少的收入计算。

• 护理人员无固定收入的，对护理费的计
算，适用“全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
平均工资”标准。 35731元

• 护理费=年工资额÷年天数（365）×护
理天数。

交通费第二十二条

• 交通费根据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
因就医或者转院治疗实际发生的费用计
算。

• 交通费应当以正式票据为凭；有关凭据
应当与就医地点、时间、人数、次数相
符合。

住院伙食补助费第二十三条

• 住院伙食补助费可以参照当地国家机关
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予以
确定。30元/天

• 受害人确有必要到外地治疗，因客观
原因不能住院，受害人本人及其陪护人
员实际发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合理
部分应予赔偿。 150元/天



营养费第二十四条

• 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
构的意见确定。

残疾赔偿金第二十五条

• 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
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
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
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
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
五年计算。 [城镇：30971元、农村:13071元]

• 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
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
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
应调整。

残疾辅助器具费第二十六条

• 残疾辅助器具费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合
理费用标准计算。伤情有特殊需要的，
可以参照辅助器具配制机构的意见确定
相应的合理费用标准。

• 辅助器具的更换周期和赔偿期限参照配
制机构的意见确定。

丧葬费第二十七条

• 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
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 35731 ÷2=17865.5元



被扶养人生活费第二十八条

• 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
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
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
支出标准计算。

• 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
• 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
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
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
年计算。

•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年／人)：20437元

• 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支出(年／人)：9644 元

• 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
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
的成年近亲属。

• 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
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

• 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
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
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

死亡赔偿金第二十九条

• 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
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

• 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
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
算。

• [城镇：30971元、农村:13071元]

车辆停运损失费

• 合法营运的车辆在交通事故中受损，在
修复期间受害人因无法正常营运而造成
经济收入减少，应由相关责任人给予一
定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失是

否包括被损车辆停运损失问题的批复》指出：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
中，如果受害人以被损车辆修复期间的停运损失的，交通事故责任者应

当予以赔偿。这一赔偿也应当以车辆停运期间实际发生的损失为限。



精神损害抚慰金第十八条

• 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
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
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
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予以确定。

财产损失

• 已获得机动车维修费用等财产损失赔偿
的赔偿权利人，又主张机动车贬值损失
赔偿的，一般不予支持；但属于待售中
或者运输中的新车受到损害等特殊情况
的，可酌情予以赔偿。

外地人标准第三十条

• 赔偿权利人举证证明其住所地或者经常
居住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受诉法院所在地
标准的，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可
以按照其住所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相关
标准计算。

• 被扶养人生活费的相关计算标准，依照
前款原则确定。

参数标准第三十五条

• 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
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
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
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
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



2011年度全省职工平均工资等数据

• 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人)： 30971元

• 2、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人)： 13071元

• 3、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年／人)： 20437元

• 4、 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费支出(年／人)：9644元

• 5、 职工平均工资(年／人)： 35731元

估算死亡1人的事故

1096025元

522165元

丧葬费:17865.5元

死亡赔偿金:619420(261420)元

被扶养人补助费408740(192880)元

家属的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等

精神抚慰金: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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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错责任原则

• 过错责任原则，即以侵害人过错为其负担侵权
责任最终依据的原则。

• 《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
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
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

• 第1款第1项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
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
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
分担责任”

浙江省实施办法第六十二条

• 非机动车之间、非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
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各方都
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承担赔
偿责任；无法确定各方当事人过错的，
平均分担赔偿责任。

机与机事故的赔偿比例

• 全部责任：100%

• 主要责任：60-90%

• 同等责任：50%

• 次要责任：10-40%

• 无责任：0

过错推定原则

•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
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
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
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
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
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
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
任。 ”



过失相抵规则

• 1、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主要责任的，
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三十至五十的赔偿责任；

• 2、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赔偿责任；

• 3、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次要责任的，
机动车一方承担百分七十至九十的赔偿责任。

要点
• 第一，适用该原则的前提是机动车与机动车或
者是非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主体之
间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的交通事故损害。

• 第二，赔偿的交通事故损害不包括机动车第三
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的部分。

• 第三，具体规定：一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由有
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二是当事各方都有过错
的，按照各自过错的大小比例，分别承担与其
过错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

• 该原则不以过错为构成要件，除法定负
责事由外，只要损害事实发生，行为人
即负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 《侵权责任法》第七条：“行为人损害
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
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
规定。 ”

《民法通则》第123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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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
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是由受害
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
条第1款第2项规定：

•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
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
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
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
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
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
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
任。 ”

• （不同观点：在过错推定原则的基础上，实行优者危

险负担规则的结果）

要点

• 1、适用前提是相对较强的机动车与相对
较弱的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
的交通事故。

• 2、赔偿的交通事故损害不包括在机动车
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的部分。

3、限制规定

• （一）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全
部责任的，机动车一方承担不超过百分
之十的赔偿责任；

机与非或人事故的赔偿比例

• 全部责任：100%

• 主要责任：70-90%

• 同等责任：60%

• 次要责任：20-50%

• 无责任：0-10%



4、免责规定

•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
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
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

• 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与处于静止状态
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失，机动
车一方无事故责任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公平责任原则

• 是指在各方当事人对造成的损害事实均
无过错的情况下，应依据公平原则，由
当事人对受害人的损害适当承担的归责
原则。

• 《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对造
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
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

浙江省实施办法第六十二条

• 非机动车之间、非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
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各方都
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承担赔
偿责任；无法确定各方当事人过错的，
平均分担赔偿责任。

目录

一、交通事故赔偿

二、责任与赔偿

三、保险理赔实务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

• 机动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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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
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
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
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
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
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
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
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
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
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 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
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
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
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

• 与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

1、责任限额
•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
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

• 有责任的赔偿限额：

• 死亡伤残：110000
• 医疗费用： 10000
• 财产损失： 2000
• 无责任的赔偿限额：

• 死亡伤残： 11000
• 医疗费用： 1000
• 财产损失： 100



交强险条款第8条第2款

• 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和无责任死亡赔偿限
额项下负责赔偿丧葬费、死亡补偿费、
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
用、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护
理费、康复费、交通费、被扶养人生活
费、住宿费、误工费，被保险人依照法
院判决或者调解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交强险条款第8条第3款

• 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和无责任医疗费用赔
偿限额项下负责赔偿医药费、诊疗费、
住院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合
理的后续治疗费、整容费、营养费。

2、费率实行浮动

• 被保险机动车没有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应
当在下一年度降低其保险费率。

• 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或者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
在下一年度提高其保险费率。

• 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被保险人没有过错的，
不提高其保险费率。

上浮
• （一）上一年度发生一次有责任不涉及
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上浮0％；

• （二）上一年度发生两次及两次以上有
责任道路交通事故，上浮15％；

• （三）上一年度发生有责任的道路交通
死亡事故，上浮30％；



下浮

• （一）上一保险年度未发生有责任交通
事故的，费率下浮10％；

• （二）上两保险年度未发生有责任交通
事故的，费率下浮15％；

• （三）上三保险年度未发生有责任交通
事故的，费率下浮20％。

（二）机动车交通事故商业保险

• 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 机动车车辆损失保险

• 车上人员责任保险

免赔率
• 三者险：负次要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5%，负
同等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10%，负主要事故责
任的免赔率为15%，负全部事故责任的免赔率
为20%；

• 自身险：负次要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5%，负
同等事故责任的免赔率为8%，负主要事故责
任的免赔率为10%，负全部事故责任或单方肇
事事故的免赔率为15%。

（三）损害赔偿解决



交警

调解

法院

仲裁

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仅造成轻微财产
损失，并且基本事实清楚的，当事人应当
先撤离现场再进行协商处理。

自行协商处理交通事故的要求

• 当事人应当填写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天气、当事人姓名、机动车驾驶证号、联系方
式、机动车牌号、保险凭证号、交通事故形态、
碰撞部位、赔偿责任人等内容的协议书或者文
字记录

• 共同签名后立即撤离现场

• 协商赔偿数额和赔偿方式。



《省实施办法》第六十三条

• 当事人依照规定自行协商处理的未造成
人身伤亡的交通事故或者仅造成自身车
辆损失的单方交通事故，物损价值在三
千元以下的，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保险公
司报告和申请定损，保险公司应当及时
派员处理，依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理
赔。

• 2008年6月1日实施协议书

• 2008年11月19日实施协议书

当事人自行协商



浙江省的模糊定责法
• 轻微物损交通事故中的一方当事人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承担全部责任：
（一）追尾的；
（二）逆行的；
（三）倒车的；
（四）溜车的；
（五）开关车门的；
（六）违反交通信号的；
（七）未按规定让行的。
其他情形均视为混合过错，当事人承

担同等责任，但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中一
方当事人无过错的除外。

物损事故善后处理流程

• 交警定责 甲全责 乙无责

• 定损、修车 4000        4000

• 交强险赔款 100（代） 2000

• =             3900        2000

• 按责承担100%  5900(付乙方2000)

• 第三者险 80%  1600

• =             4300         

• 车辆险 85%   3315           0

• =              985

• 不计免赔险 985

• =                0           0



物损事故善后处理流程

• 交警定责 甲主责 乙次责

• 定损、修车 4000        4000

• 交强险赔款 2000        2000

• =           2000        2000

• 按责分担70% 2800     30%1200=甲付乙800元

• 第三者险85% 1190     95% 570

• =           1610         630    

• 车辆险 90% 1260     95% 570 

• =            350          60

• 不计免赔险 350          60

• =              0           0

物损事故善后处理流程

• 交警定责 甲同责 乙同责

• 定损、修车 4000        4000

• 交强险赔款 2000        2000

• =           2000        2000

• 按责分担50% 2000     50%2000

• 第三者险90%  900     90% 900

• =           1100        1100    

• 车辆险 92%  920     92% 920 

• =            180         180

• 不计免赔险 180         180

• =              0           0

死亡事故善后处理流程

• 交警定责 机全责 非无责

• 赔偿预算 1000000

• 交强险赔款 122000

• =                   878000

• 司机承担100%        878000(付家属)

• 第三者险50万元 80%  400000

• =                   478000          

• 不计免赔险 100000

• =                   378000

死亡事故善后处理流程

• 交警定责 机主责 非次责

• 赔偿预算 1000000

• 交强险赔款 122000

• =                   878000

• 司机承担80%         702400(付家属)

• 第三者险50万元 85%  425000

• =                   377400          

• 不计免赔险 75000

• =                   302400



死亡事故善后处理流程

• 交警定责 机同责 非同责

• 赔偿预算 1000000

• 交强险赔款 122000

• =                   878000

• 按责承担60%         526800(付家属)

• 第三者险50万元 90%  450000

• =                   176800          

• 不计免赔险 50000

• =                   126800

死亡事故善后处理流程

• 交警定责 机次责 非主责

• 赔偿预算 1000000

• 交强险赔款 122000

• =                   878000

• 按责承担50%         439000(付家属)

• 第三者险50万元 95%  417050

• =                   121950          

• 不计免赔险 25000

• =                    96950

死亡事故善后处理流程

• 交警定责 机无责 非全责

• 赔偿预算 1000000

• 交强险赔款 12100      122000

• =            987900      878000

• 按责承担10%   98790       87800

• 第三者险50万元 0%

• =             98790       87800 

• 不计免赔险 0

• =             98790       87800 

为了您和他
人的幸福，
请自觉遵守
交通法规

•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