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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汽车逐步成了人们的代步工具。
汽车在为我们提供方便、快捷、舒适的交通服务的同时，不可避免的是交通事故频发，这不仅使机动
车驾驶人面临着巨额索赔甚至受到刑事追究，也给受害人及其家属造成了无尽的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
。

发生交通事故后，如何保护事故现场，如何看待责任认定，如何进行保险理赔，如何申请司法鉴定，
如何确定责任主体，如何计算赔偿金额，如何调查取证，如何提起诉讼等都是当事人和法律实务工作
者不能回避的问题。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已达130万人，因此，交通事故已经成为“文明世
界的第一大公害”、“柏油路上的战争”。
而且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法院受理的侵权案件中，交通事故赔偿纠纷案件的比例已占到一半甚至三分之
二以上，如何引导当事人正当维权、免受诉累，如何节省司法资源、公正裁判，都是当事人和法律实
务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该书作者作为中国知名汽车法律事务与交通事故处理专家，具有极为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办案经
验。
我们有理由相信该书将成为当事人的维权宝典，法律实务工作者的案例指导，甚至法学院教学和律师
培训的顶级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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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金澎，北京卓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主任律师，知名汽车法律事务与交通事故处理专家。
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业务指导与继续教育委员会委
员，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理事，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争议解决法律业务研究会副主任，北京市公
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法律顾问团成员，中国建筑业协会工程担保专家委员会专家。
张金澎律师在交通管理法律领域及交通运输企业改制上市、建设工程与房地产开发、知识产权与投融
资领域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与丰富的办案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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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部分 交通事故与《侵权责任法》概述第一节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不足与对策《道路
交通安全法》自2004年5月1日施行以来，在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保护人身安全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以及提高通行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
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在交通事故处理方面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制度的不足与对策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下简称交警部
门）作为自己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是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的责任人作出罚款、拘留、限制驾车人员
的资格等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是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进行调解的依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是
人民检察院决定是否对交通肇事者提起公诉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是人民法院定罪量刑和确定损害
赔偿责任的证据。
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载明的内容，可知其具有书证的特性，因由交警部门制作，故应为公文书证，
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
《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交警部门对于在非道路上发生的事故也要作出认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予以澄清，虽然还要对当事人的责任进行认定，
并在认定书中予以载明，但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已明确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
交警部门作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目的在于解决当事人间因交通事故这一民事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损害
赔偿纠纷。
交通事故认定书主要起一个事实认定、事故成因分析的作用，是一个专业的技术性的分析结果。
交通事故认定书具有证据效力，但不是进行损害赔偿的当然依据。
人民法院应综合交警部门依法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和其他证据认定案件事实。
当事人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调解或者诉讼中，可以就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证据的客观性、关联
性和合法性提出质疑，如果当事人提出相反证据足以推翻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结论，人民法院可以确认
其证明力。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结果，不仅是交通事故当事人承担何种程度民事责任的证据，还是承担何种程度刑
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最重要依据，对当事人的人身自由、财产利益和其他合法权益都可能产生重大影
响。
这样一个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有可能产生巨大影响的“责任认定行为”，必须受到必要的监
督与约束，甚至接受司法审查的评价。
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实际上是对交通事故因果关系的分析，是对造成交通事故原因的确认。
要避免将交警部门作出的责任认定简单等同于民事责任的分担，应将其作为认定当事人承担责任或者
确定受害人一方也有过失的重要证据材料。
明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制度，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明确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
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否属于三大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之一（即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
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如果是，属于哪种证据？
给交通事故认定书一个明确的“说法”，以减少法律实务工作者对此产生的歧义。
（2）明确不服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救济途径。
如果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不服，能否向交警部门的上一级主管部门提出异议，请求变更或撤销该
交通事故认定书？
如果交警部门的上一级主管部门不予受理、不予答复或对答复结果当事人仍不满意的，当事人是否有
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当事人向人民法院应当提起何种诉讼，是确认证据效力和性质的民事诉讼，还是要求变更或撤
销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行政诉讼？
自《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以来，当事人不服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救济途径形同虚设，交警部门的上一
级主管部门不受理、不答复、不认定当事人变更、撤销交通事故认定书的申请的情况屡见不鲜，人们
对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变更、不予采信交通事故认定书，人民法院以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属于具体行政
行为不予立案的行为司空见惯。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交通事故索赔技巧与案例指导>>

当事人作为交通事故肇事者或受害人，只能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望书兴叹”.而且，这也给当事人造成
了两难选择：如果提起诉讼，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交通事故认定书，法院原则上会依据交通事故认定
书确定的责任判决承担赔偿的比例，结果可能对当事人极为不利；如果当事人提起诉讼不提交或不认
可交通事故认定书，可能连案子都立不上。
（4）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令第104号）第六章第二节“复
核”赋予了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救济途径，即有权向上一级公安交通管理
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但复核不予受理及受理后应当终止复核的情形又明确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经法院受理的”，由此造成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一方在司法实践中通
过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行使法律赋予的复核权利受到极大限制。
（5）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任是否等同于法院判决的民事侵权赔偿数额，如果不是，法院该如何
把握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的责任？
二、交通事故协商调解制度的不足与对策《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多处规定协商和调解条款，一方面表明国家立法
机关对交通事故协商调解制度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协商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无序与艰辛。
2009年6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道路安全全球现状报告》称：“全球每年有至少127万人死于交
通事故，其中46％的为摩托车驾驶人、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如果道路交通安全状况不加以改善
，到2030年，全球每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将达到240万人。
”我国是世界上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交通事故致死率也是世界最高的，为27.3％。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已连续居世界第一，保持在10万人以上。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在全国总死亡人数中已排在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心脏病、
消化系统疾病以及损伤与中毒之后，居第七位。
在许多国家，交通事故引起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已经远远超过火灾、水灾等自然灾难引起的人员
伤亡和经济损失。
因此，人们称交通事故为“柏油路上的战争”、“文明世界的第一大公害”。
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超速驾驶、酒后驾驶、疲劳驾驶以及恶劣的交通环境。
此外，不系安全带及不戴头盔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
而且，我国汽车的年销量在2009年已经突破1350万辆，其排放的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和制造的噪音，已
经严重污染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是交通事故高发的国家之一，减少交通事故发生频率，妥善处理交通事故
，共同构建和谐交通，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如果是一次造成轻伤1至2人，或者财产损失机动车事故不足1000元，非机动车事故不足200元的轻微事
故，当事人完全可以进行协商解决，交警部门应为当事人协商解决提供必要的场所、便利和支持，这
样既可以减轻交警部门的工作压力，又可以节省司法资源。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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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我把这本书稿交到法律出版社责任编辑贺兰女士的手里时，我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2010年7月1日《侵权责任法》正式实施后，为了更好地宣传、学习、适用《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
社邀请我写一部关于交通事故索赔技巧与实务方面的书，接受邀请后，我很兴奋，毕竟出书对我来说
还是第一次，作为北京市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我经常接受媒体的采访，并
撰写相关的文章，但是，把自己从事律师工作十几年来的实践和感悟整理成一书稿，却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既要有理论性、前瞻性，又要通俗、实用，不仅需要功力，也需要耐心；同时，我还有一个担
忧，能否保质保量把书稿提交给法律出版社，法律出版社作为法律图书出版行业的专业大社，令我诚
惶诚恐。
作为北京卓代律师事务所主任和北京市律师协会代表，既要管理律所，又要办理业务；既要筹划活动
，又要撰写书稿，要挤出时间、静下心来写作，实属不易。
说实在的，我对法律天生就有一种感觉，每当办结一起案件时，我都要认真琢磨一下得与失，既为取
得的一点成绩而骄傲，也为一些失误和法外因素而懊恼。
我认为，能够把办案的经验和感悟写出来与读者分享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在本书的策划、编辑、出版过程中，既有北京市律师协会和朝阳区律师协会领导的关心，又有侵权法
专业委员会李波主任、产品质量与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李菡主任、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李洪奇主任和
消费者权益法律专业委员会葛友山主任等同仁的鼓励，更有我所工作的北京卓代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市
律师协会交通管理与运输法律专业委员会全体同事的期待。
在这部书稿的撰写和相关资料整理、核对过程中，我的父母、我的爱人、我的妹妹对我的理解和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法律出版社法律应用出版分社戴伟社长的鼎力支持，他平易近人的性格使我备感亲
切；本书的责任编辑贺兰女士为本书的编辑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让我感动不已。
当然，由于时间仓促，再加上本人的水平有限，错误和纰漏在所难免，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朋友们能
够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在再版时予以补充、修正，欢迎大家不吝赐教。
张金澎2011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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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交通事故索赔技巧与案例指导》：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汽车逐步成了人们的代步工具。
汽车在为我们提供方便、快捷、舒适的交通服务的同时，不可避免的是交通事故频发，这不仅使机动
车驾驶人面临着巨额索赔甚至受到刑事追究，也给受害人及其家属造成了无尽的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
。
由张金澎编著的《交通事故索赔技巧与案例指导》精选了100个交通事故案例，无论是道路交通事故，
还是铁路交通事故，无论是航空事故，还是水上事故，《交通事故索赔技巧与案例指导》都有涉猎。
《交通事故索赔技巧与案例指导》将成为当事人的维权宝典，法律实务工作者的办案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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