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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在
全国范围内广泛的征求意见并经过全国知名法学专家的多次讨论，最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该法的第六章共六条是专门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规定，其中有的条款明确规定了机动车交通事故
人身损害的赔偿规定，在其他的章节中对人身伤害的赔偿责任也做出了普遍性的规定。
所以本书结合《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和调整道路交通事故的准据法对道路交通事故导致的人身损
害进行了阐释。
　　《侵权责任法》的第四十八条中还特别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
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所以，《侵权责任法》在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准据法效力方向上直接指向了全国人大制定发布的特
别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笔者在撰写本书时除了遵循《侵权责任法》的有关条文外，主要是依
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有关人身损害的法条规定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条款的理解与适用进行
了论述。
　　机动车交通事故对人身损害的赔偿依据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和决定的，包括责任划分、损害后果
、受害人年龄、收入等自然情况、当地经济发达程度和居民收入水平等，其中的损害后果包括人身的
一般性伤害、伤害后构成残疾的劳动能力丧失程度及精神损害等。
对于伤害及残疾的评定是按国家发布的统一标准——GB18667-2002《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
》（以下简称《伤残评定》）。
《伤残评定》是2002年发布的国家标准，也是一个强制性标准，是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
关、保险机关、劳动安全部门、律师事务所及所有司法鉴定部门在处理、起诉、审判、理赔、辩护及
鉴定中所必须遵照执行的标准。
所以作者在撰写本书时列举了一些人身损伤，对其评定伤残等级就是按照这个《伤残评定》，对该标
准中没有规定的损伤情形，作者也参照本标准的附则5.1 ：“遇有本标准以外的伤残程度者，可根据伤
残的实际情况，比照本标准中最相似等级的伤残内容和附录A的规定，确定其相当的伤残等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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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交通事故侵权责任损害鉴定与赔偿》以《侵权责任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
，以医学要件及所规定的残疾条款评定为标准，系统阐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致人伤残的责任分担、伤
残鉴定及损害赔偿。
　　本书作者从专业的角度，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伤残等级划分原则，对部分
伤残作了扩大性列举并予以类推性评定和学理性解读。
　　本书对各种伤残的等级评定结论有科学依据，对司法鉴定及处理交通事故中的伤残案件有较强的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可供司法部门、行政执法部门、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和人寿保险公司等使用，也可
供公安政法院校、医学院、司法鉴定机构、律师、法医和医师在教学和工作中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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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路交通，是人类历史上最普遍、最悠久的交通方式，日常生活、生产都离不开在道路上的行走
、驾车等。
工业化之前，道路主要就是土路、石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步行、骑马和马车是人类道路交通
的主要方式，那时的道路交通致人死伤是很少的，顶多也就是马撞人或者马车撞人或者马匹、马车相
撞的事件。
1896年1月29日，世界上第一部机动车诞生了，随之公路的发展一日千里，也开始了人的生命与机动车
在道路上对抗的岁月。
自第一辆机动车发明至今的100多年中，全世界有3000多万人死于轮下，尤其是近年来，世界经济不断
繁荣发展，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加，公路网络日益繁密，路况越来越好，车速越来越快，每年全世界
死于车轮之下的人数十万，伤者近千万。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世界平均每年发生交通事故约5500万起，其中死亡30万人，受伤800万人，其
死亡人数仅次于心血管疾病而居意外死亡人数第二位。
这个数字意味着全世界每2分钟就有1人死于车祸，每4秒钟就有1人在车祸中受伤。
　　道路交通伤害事故的发生率与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经济发展速度快导致机动车数量大幅增加，
道路交通伤害事故的发生率相对提高。
一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如何确定责任，如何取得赔偿，赔偿数额是多少，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以及
非机动车驾驶人在道路上的权利义务又是如何划分的，这些问题，在依法治国、建设法制国家的前提
要求下，只能通过调整道路交通的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来解决和处理。
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目前正在施行的比较多，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国务院发布的，有交通部制
订的，有公安部制订的，也有交通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还有保险部门制定的，此外还包括一些地
方性法规，纷繁并立的法律法规一定程度造成了交通事故处理及法律适用的混乱。
　　道路交通的参与者包括在道路上进行交通运输的有一切机动车辆和非机动车辆以及行人。
机动车包括汽车、拖拉机、机动三轮车、机动二轮车，有时用于生产作业的推土机、起重机、清扫车
、用于作战的坦克和平时期在道路上行进时致人伤害也属于机动车伤亡事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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