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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操作实务小全书主要是针对基层交通事故处理民警在实际办案中表现出来的突出问
题，基本按照交通事故处理工作顺序，有针对性地搜集了有关交通事故处理方面的法学理论知识和部
分学者的论著，供大家对照学习，以提高自身的法理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
同时，通过公安部交管局工作交流网页交通事故处理和预防论坛选择了大量一线事故处理民警撰写的
工作论文和实践案例分析，以案说法，实用性较强，解决怎么学和怎么做的问题。
面对当前繁杂纷乱的交通事故，拓宽基层处理事故民警的办案思路，提高处置应变能力，使道路交通
事故处理工作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这套系列丛书分为三册，即《道路交通事故分析与处罚、调解实用手册》、《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取证
、痕迹鉴定与证据运用实用手册》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实用手册》。
主要内容包括：交通事故三大证据的采集、交通事故相关分析与鉴定、车辆碰撞与车速计算分析、正
确认识和运用交通事故证据、交通事故认定原则标准与复核、交通违法行为与交通肇事罪，以及从交
通事故损害赔偿谈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法律精神的认识和理解。
最后是依法定程序办案，通过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主要变化对比，进一步强调程序法
意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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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路交通事故二元理论简称二元理论。
该理论借鉴交通工程学、事故致因理论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有关论述，吸收了路权理论、险情避让
理论的研究成果，是以“危险形成—环节失误”模型和“动态—环境”作用律为核心的交通事故处理
理论，该理论并不试图提出自己的交通事故认定规则，而是一种处理交通事故的思想方法论。
对于确定交通事故认定规则，交通事故处理与防范的协调具有积极指导意义。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操作实务小全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实用手册》还对肇事逃逸事故进行了探
讨，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程序进行了务实的研究，对新、旧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不同之处进
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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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道路交通事故二元理论概要第一节 二元理论的提出第二节 二元理论的法理基础和依据第三节 
交通事故的形成和“行为”作用评价第四节 二元理论与交通事故认定第五节 二元理论与调查取证第
二章 路权理论在事故认定中的应用第一节 路权理论概述第二节 正确理解与完善路权理论第三节 正确
处理几种特别情形第三章 逃逸事故的责任认定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交通肇事逃逸第三节 逃逸事故的责
任认定第四节 交通肇事毁灭证据等案件第四章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第一节 什么是道路交通事故认
定复核第二节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复核的申请与受理第三节 复核案件的审查第四节 复核结论及其送达
第五节 复核工作应注意的事项第五章 依法定程序办案第一节 总则第二节 管辖第三节 报警和受理第四
节 自行协商和简易程序第五节 调查第六节 认定与复核第七节 处罚执行第八节 损害赔偿调解第九节 涉
外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第十节 执法监督第十一节 附则附录1 案例“二元理论”评析附录2 部分省(区、
市)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细则(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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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之所以研究交通事故形成的模型，是因为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在交通事故认定时，往往会陷入见仁
见智、人云亦云，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境地。
交通事故与其他种类事故一样，也有其形成的事故模型，即一个事故的发生分为危险的形成和危险演
变为事故两个阶段，事故形成是由于当事人主观认识能力、分析判断及采取措施等环节的失误所致。
道路交通环境中，一方违反路权原则的行为形成了危险，如果他方没有违反安全原则的避险环节失误
，同样可以防止危险演变为交通事故。
也就是说，没有危险就不可能发生交通事故；有危险而没有当事人主观认识能力、分析判断、采取措
施等避险环节的失误，交通事故也不可能发生。
交通事故就是危险形成和避险环节失误共同形成的结果，即在一定的道路交通环境下，“危险形成一
环节失误”是交通事故形成的基本模型。
二、“动态一环境”作用律有了“危险形成一环节失误”交通事故形成基本模型，并不等于解决了交
通事故认定问题。
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是根据其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的。
还需要解决“行为”作用问题。
因此交通事故认定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在划分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时，应当围绕
当事人的危险形成行为和环节失误行为展开。
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
唯物辩证法要求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全面地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也就是要求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
件为转移。
“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由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首次明确
提出，其目的是引导人们运用辩证法去观察现实的社会生活，研究实践提出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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