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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交强险 辩证 争议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财险网 

 正    文：

    国务院制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06年7月1日施行以来，如何理解

和适用其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就成了一个不断争议的问题。讨论和统一对《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认识，极为必要。  

    一、第二十二条的文义及与第二十一条的逻辑关系  

    《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驾驶人醉酒、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被保险人

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四种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

向致害人追偿；第二款规定，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

赔偿责任。  

    对于第二款规定的适用，实践中不存在争议。但是对于第一款规定，许多人认为，即使存在醉酒驾驶、故意肇

事等四种情形之一的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仍然应当按照《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对人身伤亡承担赔偿责任。

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认为第一款没有明确规定人身损害不赔，因此不能得出保险公司对人身伤害免赔的结论；二是

认为《条例》第三条、第二十一条的效力高于第二十二条，两者规定不一致时，应优先适用第三条、第二十一条的规

定。  

    要正确认识《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首先，必须对该款关于“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的文义进行分析。从文义看，该款规定的保险公司责任有

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责任的内容是垫付；二是责任的范围是抢救费用；三是有权向致害人追偿。根据“举轻而明重”

的法律解释原则，即使是人命关天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也仅仅承担垫付责任并可以追偿，其他责任就更不必承担

了。由此可见，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保险公司责任不是赔偿责任。其次，必须对赔偿和垫付的含义进行界定。新

华字典的解释是：赔偿是指由于自己的行动而使他人蒙受损失从而给予补偿；垫付是指暂时替人付钱。赔偿是民法通

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的十种民事责任之一，但是目前没有任何法律把垫付作为民事责任进行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

前提是存在赔偿之债，赔偿本身是对债务的清偿，因此赔偿是不可追偿的；但垫付只是暂时代为支付，而不以存在清

偿责任为前提，因此垫付是可追偿的，追偿权利本身也说明垫付者无赔偿责任。正是由于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为保险公

司规定的责任仅仅是垫付抢救费用，因此，吴庆宝等主编的《民事裁判标准规范》对该款的解释是：“这四种情形下

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对受害人不负赔偿责任，只负有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抢救费用的责任，对其他损失也

不负垫付责任。”  

    那么，如何理解《条例》第二十二条与第二十一条的关系？是否如某些文章所说的“第二十一条的效力高于第

二十二条”？或者如一些案例所体现的，即使是无证驾驶肇事，仍然可适用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处理？首先，在同一部

法律、法规之中比较不同法律条文的法律效力高低是没有法理依据的，逻辑上也是难以解释的。其次，正如法律存在

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区别一样，同一部法律、法规的条款中，也存在普通条款与特别条款的区别。例如，合同法中的所

有权保留买卖合同的条款对于普通买卖合同的条款是特别条款；公司法中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条款对于普通有限责

任公司的条款是特别条款。同样，《条例》第二十一条与第二十二条的关系，就是普通条款与特别条款的关系。第二

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一般情形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第二十二条则规定了醉酒驾驶等四种情形

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保险公司的责任范围。根据众所周知的法律适用规则，同一部法律、法规中，在对特定情形下

的当事人责任有特别条款规定的，应该适用特别条款的规定。因此，对醉酒驾驶等四种情形排除适用第二十二条、而

适用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处理，显然是适用法律不当。再次，能否从《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关于“道路交通事故的

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的规定推论出，非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都不能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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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呢？应该指出的是，第二十一条第二款与第二十二条虽然都是对保险公司免责的规定，但是前者是从受害人的情形

规定的，后者是从肇事者的情形规定，两者的逻辑标准不同，因此不能认为两者的规定存在矛盾，因而排斥第二十二

条的适用。  

    二、第二十二条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关系及其设立目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一规定是国务院制定《条例》的权力来源，也是国务院设计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

度的依据之一。虽然强制责任保险是一种强制要求投保人参保、保险公司不以营利为目的、对受害人的赔偿程序简化

等有利于受害第三者的法律制度，但是不等于这种制度没有保险公司免责的空间。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二

款、《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及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就为保险公司开辟了免责空间。  

    对于把《条例》第二十二条设计为保险人的除外责任的目的，国务院法制办等编写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条例释义》一书有如下解释：这是为了督促被保险人遵纪守法，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精

神，避免道德风险。笔者完全赞同这样的解释，因为将醉酒驾驶等四种情形下的事故损失作为保险人的除外责任，一

是可以加重肇事方的经济负担，从而减少驾驶者因为有强制保险而发生的咨意妄为，以达到减少事故发生、促进道路

安全的目的；二是可以防止为谋取保险金而有意或放任制造交通事故，以避免道德风险；三是假如将无证驾驶、醉酒

驾驶等事故高发的情形列入保险范围，势必会增加保险赔付率，提高保险费，守法者将为违法者的行为支付费用，不

利于体现公平原则，同时也有悖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的宗旨。  

    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如何理解，也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有人认为，该款规定确立了

保险公司对保险事故的无过错责任，只要肇事车辆参加了强制保险，那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

损失，保险公司就应当首先予以赔偿，而不论交通事故当事人各方是否有过错以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如何。笔者认

为，所谓保险公司承担无过错责任一说，完全误读了保险法律关系的性质。无论是商业保险还是强制保险，保险人之

所以在发生保险事故后要赔偿保险金，是由于他与被保险人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保险人在这里承担的责任虽然名

为赔偿责任，但本质上是合同的履行责任，而合同责任是不能用过错或无过错评价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

一款是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功能所作的原则性规定，不能从中得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

损失的，一律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结论；更不能用“无过错责任”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混淆被

保险人的侵权责任与保险人的合同责任，从而否定《条例》第二十二条的立法目的。  

    三、第二十二条与保险法的关系及保险的特征  

    《条例》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指出，该条例制定的依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保险法。这说明，第三者责任强制保

险制度同时受道路交通安全法与保险法的规范。该种保险既有区别于其他保险的特征，如设立上的强制性、经营上的

非营利性、保险赔偿的救济性和社会性等，也有与其他保险相同的特征，如保险的宗旨和原则、保险人资格、投保及

赔偿程序等均应遵循保险法的规定。因此，要正确理解《条例》，必须了解保险的特征与保险法的规则。  

    除理财保险和养老保险等险种外，通常意义的保险是一种为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遭受损失的人提供经济补偿的

制度。保险营业是以存在不确定的危险为前提的，其特征之一是危险的发生存在可能，因此有进行保险的必要；如果

危险根本不可能发生，保险也就完全没有必要。特征之二是危险的发生不确定，包括危险是否发生不确定、危险有可

能发生但发生的时间不确定或后果不确定；如果危险必然要发生、确定要发生，是不适用保险的，例如醉酒驾驶、无

证驾驶、故意制造事故，危险必然发生，没有任何保险公司会为这种情形提供保险。  

    对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不予赔偿，是保险法的一项重要规则。新保险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旧保险法第二十八条

第二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

任。”而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情形，说明驾驶人无驾驶能力，无驾驶能力却驾驶高速机动的车辆，与故意制造

事故性质无异,因此根据保险法的规则，保险公司应当免责。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其肇事责任应该由肇事人承担，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

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于保险责任是合同责任，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是以被保险人承担责任为前提的，机动车所

有人通常就是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既然所有人不承担责任，保险人当然也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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