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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新论》

内容概要

《道路交通处理新论(第2版)》从第一版出版至今已经五年多了。五年多来，我国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
理论研究、法制建设和办案水平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修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
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等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有关的法律、法规；各省制定了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办法（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一批关于道路交通
事故调查取证、损害赔偿、办案程序等的司法解释；公安部发布了新的《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
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等规章，以及配
套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公安机关执法细则》、《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示范案卷》、《
公安机关行政案件示范案卷》等工作规范；发布了新的《道路变通事故现场图绘制》、《道路交通事
故尸体检验》、《典型交通事故形态车辆行驶速度技术鉴定》、《道路交通事故案卷文书》、《交通
事故车辆安全技术检验鉴定》、《人身损害护理依赖程度评定》、《道路交通事故机动车驾驶入识别
调查取证规范》等公安行业标准；出台了一批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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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在许多事故办案民警认为当事人具有其他违法犯罪嫌疑的，将案件移送其他部门后，应当停止
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办理。特别是当事人的主观过错是故意时，例如利用交通工具故意杀人，认为故
意不可能构成道路交通事故，所以应当停止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办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错误的根
源在于：对道路交通事故概念的理解仍然停留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
称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
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规章的行为，过失造成人身
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道路交通事故概念：交通
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理解出现偏差。《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中的过错既包括过失也包括故意。　　为什么其他违法犯罪刑事
案件可以与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并行办理呢？如果事故当事人的过错行为既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规
范的有关规定，又违反了刑法的规定，则其过错行为既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又是一种刑事违法行为
。例如当事人醉酒驾驶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盾，不管不顾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驾车超速行驶，实施逃
逸行为。在逃逸的过程中又连续撞人撞车，造成多人伤亡和多车损坏的严重后果。醉酒驾车、超速行
驶和肇事逃逸属于交通安全违法行为；“不管不顾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连续撞人撞车”的行为构成以
驾车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刑事违法行为。非常明显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违法行为并行。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规定：“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
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这
就是一条并行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法律规定。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认识到：违
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具有其他违法犯罪的可能性，例如可能
构成以驾车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既然（（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中并没有特
指是“构成交通肇事犯罪的”，那么就是泛指一切可能的违法犯罪，所以，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构成其他违法犯罪的，在法院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昂销机动车驾驶证。
这就是其他违法犯罪刑事案件与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并行办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
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受害人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双方共
同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处理的，交警大队应当调解。这也是其他违法犯罪刑事案件与道路
交通事故案件并行办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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