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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起施行的最高法司法解释规定

交通事故赔偿，保险公司须多担责

□据 新华社昆明12月20日电

20日 9时，云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对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一案
进行二审公开开庭审理。

2012年9月20日，糯康等6
名被告人故意杀人、运输毒品、绑
架、劫持船只一案在云南省昆明
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11月 6
日依法作出一审宣判，以故意杀
人罪、运输毒品罪、绑架罪、劫持
船只罪数罪并罚，判处糯康、桑

康·乍萨、依莱死刑；以故意杀人
罪、绑架罪、劫持船只罪数罪并
罚，判处扎西卡死刑，判处扎波死
刑，缓期两年执行；以劫持船只罪
判处扎拖波有期徒刑8年。

一审判决送达后，糯康等6名被
告人以一审量刑过重为由向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部分附带
民事诉讼原告人就赔偿问题也向云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鉴于本案案情重大，审判长
宣布休庭后合议庭进行评议，案
件将择期宣判。

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二审开庭

□据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专电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
金会20日就2011年年报财务报
表中的错误数字情况举行说明
会，其间公布了由北京市中立诚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的第三方专
项审议结果。

审计结果称，中华儿慈会
2011 年不存在 48 亿元的货币

资金流量，不存在洗钱行为，
48亿元的数字属会计报表编辑
错误。

北京市中立诚会计师事务
所主任会计师曹丰良称，此次审
计是针对公众高度关注的中华
儿慈会是否存在48亿元资金洗
钱以及与此有关的货币资金及
理财产品的收支情况进行专项
审计。

第三方审计结果显示

中华儿慈会不存在洗钱行为
近年来，我国道路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案件已成为全国法院民事
审判中数量增幅快、处理难度大的
案件类型。

实践中，具有从事交强险业务
资格的保险公司为规避风险，经常
违法拒绝承保、拖延承保或者违法
解除交强险合同。这些行为违反
了现行法律、法规和交强险的监管
政策。为统一道路交通事故损害
赔偿案件的裁判尺度，最高人民法
院制定出台了这部司法解释。

□据 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20日对外公布
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这部共有29个条文的司法
解释，自2012年 12月 21日起施
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部司法解
释对人民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
损害赔偿案件作出了统一规定，
以规范裁判尺度、明确裁判依据。

机动车管理人也需担责解
决“人车分离”责任难题

问：生活中，机动车所有人与
管理人多有分离的情形，谁来承担
赔偿责任？

答：司法解释针对机动车所有
人与管理人分离的情形，将机动车
管理人纳入过错责任的主体范围
之内。同时，针对过错的认定标
准，司法解释列举若干典型情形，
例如所有人或管理人明知机动车
有缺陷、明知使用人无驾驶资质等
情形，以统一裁判尺度。

以挂靠形式从事运输经营的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机动
车一方责任的，由挂靠人和被挂靠
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套牌车、拼装车、报废车事
故赔偿加重连带责任

问：套牌车、拼装车、报废车发

生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如
何规定？

答：依据侵权责任法立法精
神，如果被套牌机动车所有人或者
管理人同意他人套牌的，应当与套
牌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
担连带责任；拼装车、报废车被多
次转让的，则所有的转让人和受让
人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对“人身伤亡”和“财产损
失”作出解释性规定

问：司法解释对“人身伤亡”和
“财产损失”如何规定？

答：司法解释对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定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
失”作出解释性规定，明确人身伤
亡是指道路交通事故侵害人身权
益所造成的损失，财产损失是指道
路交通事故侵害财产权益所造成
的损失等。同时，司法解释就道路
交通事故造成的财产损失的具体
范围，以列举的方式加以明确。

醉驾、毒驾造成交通事故
交强险保险公司先赔偿

问：醉驾、毒驾造成交通事故
后交强险保险公司如何赔偿？

答：司法解释以侵权责任法的
立法精神和交强险的功能为依据，
明确规定这些情形下，交强险保险
公司仍然对受害人人身权益的损
失承担赔偿责任，赔偿后有权向侵
权人追偿。

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并存
时交强险先赔付

问：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如果
并存时如何赔偿？

答：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并
存的情况下，先由交强险保险公司
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再确
定侵权人的侵权责任，然后由商业
三者险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予
以赔偿，最后再由侵权人依照侵权
责任法的相关规定承担剩余的侵
权责任。

司法解释还规定未投保交强险
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人
损害，由投保义务人先在交强险责
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如
果投保义务人与驾驶人不一致，
两者在此范围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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