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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夫妻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人身侵权纠纷时，涉及婚姻家庭伦理与人身权利的权衡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引

发了争议。本文通过对司法判决的分析，指出了一般侵权和婚内侵权之间的区别，明确了当前在归责体系方

面存在的不足，并进一步提出了夫妻间机动车交通事故人身侵权问题的归责路径，包括责任的承担、免责事

由和责任的实现方式，以期为解决类似争议提供思路，推动加强对夫妻间受侵害一方的人身权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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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a traffic accident occurs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leading to a personal tort dispute, the 
issue of balancing marriage and family ethics and personal rights has caused controversy in judi-
cial practi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judicial decision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difference be-
tween general tort and marital tort, clarifies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attribution system, 
and further puts forward the attribution path for personal tort in motor vehicle traffic accidents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including the assumption of responsibility, the reasons for exemp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liability, in order to provide ideas for resolving similar disputes and promote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rson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aggrieved party be-
tween husband and w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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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出问题：夫妻间侵权有何特殊性 

1.1. 案列引入 

汪勇与刘春秀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登记结婚。2020 年 5 月 15 日，刘春秀驾驶贵Ｅ×××××号正

三轮载货摩托车载汪勇由则戎安章往半边街村方向行驶，20 时 27 分许，行驶至兴义市时，因车辆后倒

翻下路坎，造成汪勇当场死亡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兴义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刘春秀驾驶安

全技术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遇突发情况操作不当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刘春秀

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汪勇无责任。汪勇之女汪精燕向刘春秀请求损害赔偿 1。 
一审法院认为刘春秀驾驶车辆搭载汪勇发生单方交通事故，造成汪勇当场死亡的严重后果，刘春秀

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汪勇无责任，事实清楚。刘春秀作为死者汪勇的近亲属，也是本次交通事故的侵

权人，其身份虽具有特殊性，但并不因此免除赔偿责任。 
二审法院则认为侵权责任的构成强调主观过错、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及侵权行为与侵权结果之间的

因果关系，但本案是一种特殊的侵权关系，刘春秀与汪勇在交通事故发生时处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适

用一般的侵权处理原则，不符合案件自身的特点。基于夫妻之间是特殊的身份关系，夫妻双方以永久共

同生活为目的，要求夫妻之间和谐互助、恩爱贤德，对彼此的行为应当有一定的宽容与谅解，对夫妻之

间侵权行为不能仅从普通法理上评判，还应适用道德标准进行考量。因此，不宜因轻微过失或一般过失

即认定夫妻侵权，而应限定于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情形。 

1.2. 提出问题 

上述同一案例的不同判决是由于我国尚未明确婚内侵权制度，夫妻婚内侵权与普通的侵权既有联系

也有区别，因此对于夫妻间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缺乏一个统一的裁判标准。以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机动车

交通事故为例，在夫妻双方婚姻关系持续期间，因夫妻一方驾驶机动车引发交通事故，致使另一方遭受

身体损害，从而引发夫妻间人身侵害赔偿的争议。鉴于缺乏直接适用于此类纠纷的法律准则，因此在司

法实践中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那么夫妻间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是否构成一般意义上的侵权行为？如何进行责任分配？受侵害一

方应当通过何种途径实现救济呢？这一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夫妻关系之间的特殊性，不同于一般的社会主

体，二者之间存在更多的伦理道德关系，需要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具体到夫妻之间机动车交通事故侵

权问题，其实质在于婚姻家庭法律规范与侵权责任法律规范的适用问题[1]。 

2. 司法实践中对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夫妻间人身侵权的立场 

上述案例仅为我们思考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夫妻间人身侵权问题设置思考的起点，要建构完全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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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框架则需要从司法实践中归纳司法机关对于夫妻间人身侵权的立场，包括主流司法判决与法律规范

的适用等。 

2.1. 主流司法判决观点 

近年来，随着夫妻间侵权案件的增多，司法实践中对法律适用问题的争议也越来越大[2]。笔者

以“夫妻侵权”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模块中进行检索，共检索出相关案例 48 篇，其中 33
篇为机动车交通事故纠纷。以这 33 份生效判决为例，对当前司法审判中夫妻间侵权问题进行分析归

纳如下： 
从审级上看，33 份判决中，23 份来自一审法院，9 份来自二审法院，1 份来自再审法院，可见在夫

妻间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认定中，当事人的上诉率达到了 30%。从时间上来看，自 2018 年以来的

判决共 22 份，通过近五年的判决观点可以看出当下司法审判的态度和立场。在这 22 份判决书中，有 10
份是受害人死亡后由其近亲属向另一方提起的侵权损害赔偿诉讼，所涉及的不仅只有侵权关系，还包括

了婚姻继承关系。 
从内容上来看，23 份一审判决仅有 2 份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即法院认可由夫妻间一方承担对另

一方的侵权责任。在 9 份二审法院的判决书中，有 3 份对一审法院的判决做出了实质性的改变，其余判

决均认可一审法院的做法，即法院否认了夫妻一般侵权关系的成立，另外一份再审判决则显示一审判决

否认了婚内夫妻间的侵权，二审判决则认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再审再次纠正了这一判决，认为不应

简单的认定构成侵权。总体来看，法院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持肯定态度的较少，总体上在缺乏法律规定

的前提下，对于婚内夫妻间侵权的关系的成立持否定态度。总体来说，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机动车交通

事故中夫妻间人身侵权纠纷已经形成了不予认定侵权且无需承担侵权责任的普遍倾向[3]。 

2.2. 法律规范的适用差异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已失效)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

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已失效)第四

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

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夫妻一方向另一方申请损害

赔偿仅限于上述几种特定情形。 
对于这一问题，有法院判决认为侵权责任法与婚姻法属于不同的规范领域，需要区别适用。认为“卢

某与童某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夫妻。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任何人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死亡的，都应当

赔偿死亡赔偿金、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卢某与童某虽然是夫妻，但是本案不是婚姻

家庭纠纷，而是侵权责任纠纷。2” 
在这些判决中，我们可以看出法院均是从民法典与婚姻法中寻求法律规范，有的法院认可侵权责任

法的优先地位，有判决认为“不应适用婚姻法的规定，而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3；但更多的

司法判决对此持否定观点，如有法院判决指出“本案应适用婚姻法的相关规定，不应仅适用一般侵权法

规定”4，还有判决指出“我国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作为调整婚姻关系权利义务的特别法，在本案中应优

先适用。”5这两种判决无疑是将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夫妻间人身损害作为一种特别侵权来对待的，即婚姻

法对夫妻间的侵权行为与民法典一般侵权不一致。 

 

 

2参见(2015)沙湾民初字第 439 号判决书。 
3参见(2005)诸民一初字第 979 号判决书。 
4参见(2018)皖民申 58 号判决书。 
5参见(2015)深中法审监民再字第 33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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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夫妻间人身侵权的归责困境 

3.1. 过错要件难以认定 

从笔者检索到的司法判决书内容来看，大多从道德伦理层面认为夫妻间存在特殊的身份财产关系，

认为不能仅从普通法理的角度来评判夫妻间侵权行为，还应当运用一定的道德标准进行考量。通过对夫

妻间共同利益体的特殊角度认定夫妻间的侵权包括故意侵权与重大过失侵权。 
从提倡夫妻间相互包容的道德而论，将婚内侵权的过错限定为故意或重大过失，确实具有其合理性。

但是我们应当如何认定故意与重大过失呢？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能否作为认定的依据

呢？在法院的判决中，大多都否认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行为人主观过错方面的评价，虽然交通事故

责任认定书可以作为证据适用，但是法官在裁判案件时根据的时客观情况所反映的主观心态，与交警部

门考量的因素并不一致。在武利平与杨京辉、定州市跃进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

案 6 中，法院认为“刘振星的行为确实导致了武利平一级残疾的严重后果，但不能因为后果严重或者交

管部门认定刘振负事故主要责任就认定刘振星对武利平的受伤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应结合主客观因

素进行具体分析。”其他判决也从诸如没有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超速驾驶等违法行为的角度考量夫妻

一方是否存在对危险结果有高度或然性认识的过失。基于司法裁判尺度的统一性，判决书中并未阐明“婚

内侵权行为之过错为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意思”，由此形成的归责困境是显而易见的。 

3.2. 债之混同阻碍损害赔偿的实现 

除了过错要件不明以外，债之混同过的逻辑角度对否认“婚内侵权赔偿”的力度更大。在大多数夫

妻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及婚前财产进行了明确约定的前提下，夫妻间的财产混同与继承

关系也是阻碍归责的一大难题。从法理上说，夫妻共同财产制可能会成为追究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的

障碍，即所谓的婚内赔偿实质是左口袋出而右口袋进，并无意义。当夫妻一方在交通事故中死亡后，侵

权人既是侵权行为人也是受害人，既是赔偿责任人也是法定继承人，从这一角度来看，一定程度上会使

得双方陷入“自己赔自己”的悖论中。 

4. 民法典视角下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夫妻间人身侵权归责路径 

应当指出的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内的侵权行为并不因为夫妻间的特殊关系而当然免责。尽管当前

我国缺失夫妻间侵权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制度，但同时现行立法也未明确否定夫妻间侵权的成立或排除

夫妻间主张损害赔偿的权利。在民法典时代，婚姻法与侵权责任法均已形成系统性的法律规范，对于司

法实践的争议，应当从理论层面明确法律适用及责任分配问题。 

4.1. 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夫妻间人身侵权法律规范的适用 

由于夫妻间存在的特定身份关系，双方之间人身侵权的行为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

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与侵权责任编的双重规制，在认定侵权行为时需要同时符这些规范的理念与原则，

以至于有观点认为，夫妻间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只是观念上抽象的存在，不得实际行使，否则会造成婚姻

关系的破裂，属权利滥用[4]。大多数法院基于夫妻关系下的道德因素影响婚内侵权的成立与赔偿，提倡

容忍对方的一般过错，非故意或重大过失者不足为错。虽然夫妻关系作为最紧密的身份关系之一，共同

生活、养老抚幼，对其生活中不属恶劣情形的过失行为，的确不宜苛以过重的责任，因而婚内侵权在对

于过失的认定标准、权利主张及责任承担的方式、范围等诸多方面势必应有别于一般侵权行为，但据此

否认侵权赔偿责任的存在还是缺乏切实的法律依据。 

 

 

6参见(2020)浙 0781 民初 4245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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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民事关系方面，夫或妻均为独立的民事主体。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一千零九十一条在婚姻法

第四十六条的基础上增加了“有其他重大过错”情形可以请求侵权损害赔偿，虽然需以离婚为前提，不

能够绝对为夫妻间受侵害的一方提供救济途径，但由此可以看出现行法律体系并未否定夫妻间其他类型

侵权赔偿责任的存在。同时，在涉及侵权纠纷的处理中，应优先适用侵权法律规范而非婚姻法规的规定，

而在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并未将侵权人及受害人之间具有某种特定身份关系作为据此判定侵权行为

是否成立的依据，亦未将其作为免除侵权赔偿责任的事由。据此，认定一方过错行为导致夫妻共同财产

损害的情形下，不考虑其是否存在过失，该方对于夫妻另一方存在侵权赔偿责任，具有法律理论及规范

依据。 

4.2. 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夫妻间人身侵权的免责事由 

我国民法典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民法的有关规定承担

赔偿责任。其中对于法定免责事由和法定减责事由都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包括侵权责任的免除和责任的

减轻。机动车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人身损害属于特殊的侵权类型，因此侵权责任编的免责事由同样适用于

夫妻间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包括受害人故意、自甘风险以及自助行为，并没有明确婚姻关系为特定的免

责事由。而对于减责规定主要是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

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夫妻间的交通事故具备无偿性、非法律拘束性及双方合意性三个构成要件，因此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夫

妻一方可以主张好意同乘来减轻其对配偶的人身损害赔偿。 

4.3. 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夫妻间人身侵权责任赔偿的实现 

明确了责任的承担，还需要实现责任的承担方式。夫妻间除共同财产利益外，亦具有独立的个人财

产利益。我国民法典除规定了法定的夫妻财产共同所有制，还确认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个人财产

制，且即便在夫妻财产婚后所得共同所有制下，亦不排除婚前或婚后夫妻一方个人财产的存在，此为婚

内侵权损害确立了赔偿基础。夫妻间若实行约定财产制，侵权人可从约定的个人财产中支付相应的赔偿

数额；如夫妻未对财产的归属进行约定，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一方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

活补助费等费用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侵权人基于婚姻法的规定也可以从其拥有的法定的个人财产

中单独划出一部分作为受害人的个人财产，并不妨碍损害赔偿责任的实现。 
此外，除了夫妻双方自身的财产外，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还可能存在第三方——保险公司。在机动

车已经投保的情况下，若否认夫妻之间侵权赔偿责任的存在，会导致夫妻丧失向第三方保险人主张保险

赔偿的权利，并不符合第三者责任险设立的宗旨及夫妻为其财产进行投保的目的。 

5. 结语 

夫妻一方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致使配偶人身损害是否应予赔偿？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法律与伦

理之间的权衡成为焦点。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法院的审判思路已经有参照一般侵权损害赔偿的苗头。

夫妻具有平等、独立的法律地位，侵权之诉不应受到婚姻关系和财产制度的影响，我国法律也从未承认

夫妻婚内侵权豁免原则。此外，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成立也是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体现之一[5]。因此司法

实践已通过个案确立了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但对于夫妻间人身权益的保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未来

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主流司法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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