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3697098

10位ISBN编号：7503697091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法律出版社

作者：杨立新 编

页数：33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研究>>

前言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研究》是中国法学会2008年部级法学研究课题。
感谢中国法学会领导和研究部的信任，让我主持这个课题，使我有机会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法律制度
进行全面研究。
经过一年的研究，我带领的课题组完成了研究计划，将研究成果提交给中国法学会，同时也期望这个
研究成果对正在起草的《侵权责任法草案》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提供参考。
　　我系统研究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始于1990年。
在此之前，我在吉林省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期间，曾经主管民事审判工作，对道路交通事故纠纷
案件有所了解。
不过，那时候的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件并不多，积累的实践经验也不足。
1990年1月，我被调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任审判员，接触了大量的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件，对于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怎样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的高度危险作业责任，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随后，又积极参与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起草和研究工作，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的名
义向起草这个行政法规的小组提出过很多有价值的意见。
在这个行政法规实施之后，我认真研究、积极宣传其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规则，建议有关高级法院积
极采纳其规定，作为审判一般侵权案件确定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的参考，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制定和修改过程中，我进行深入研究，多次参加立法研讨会议，提出意见，并
且写进了修改的第76条之中。
在起草《侵权责任法》的过程中，我作为主要参加者，对于如何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一章，
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作为一位重点研究侵权行为法的专家、学者，我特别关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立法和司法情况，深入
进行研究，有比较深刻的体会。
因此，我在2008年申报这个科研课题并最终获得批准，以至于有了这个全面研究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法
律制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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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我国道路交通道路事故责任的现状，结合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正在审议的侵权责任法
草案，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进行系统探讨，涉及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构成、责任形态、归责原则、责
任主体、损害赔偿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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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研究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背景和立法展望。
　　研究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必须首先明确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这种研究。
同时，研究一个具体的法律制度，也必须首先明确这种法律制度的立法前景。
只有这样，才能够明确要研究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研究的目标是什么。
因此，我们在开展本课题研究之前，必须首先进行这样的研究。
　　第一节　研究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重要意义　　一、道路交通事故关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在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道路交通事业并不发达、机动车保有量不高、公路和城市道路的总量也不多，
因此，道路交通事故并不突出。
据统计，从1953年中央决定发展中国汽车工业、建设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始，1955年全国汽车工业产量
仅有61台，到1958年中国汽车产量快速跃升到1.6万台，1966年达到5.6万台，1968年退回到2.5万台，直
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汽车销量仅为14.9万台。
1978年，全国民用汽车只有135.84万辆，汽车千人保有量为0.5辆，在全球排名第140位。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社会进步日新月异，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道路交通事业和机动车制造业上，发展特别迅猛。
据公安部交管局的最新数据统计，截至2008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约为16，571万辆。
其中汽车约为6122万辆，与2007年相比，一年增加了425万辆，增长7.47％；摩托车约为8886万辆，
与2007年相比，增加176万辆，增长2.03％。
2009年4月2日公安部交管局宣布，截至2009年3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1.7亿多辆，一季度平均每天
增加3.2万辆，1.6升以下汽车增幅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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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目前，我国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法制体系，主要是由《道路交通安全法》承担。
正在起草的《侵权责任法》还要对此进行完善。
我们研究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制度体系基本上是成功的，确定
的基本规则是正确的，是适应我国实际需要的，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同时也还要补充更多的具体规则
，使之更加完善。
在正在起草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中，“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一章作出的规定基本上是好的，但也
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我认为，制定好《侵权责任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一章，全面规定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法律规
则，是完善我国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法制体系的极为重要的机会。
　　——杨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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