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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上保险的代位求偿权是指对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由第三者造成的损失，被保险人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

利自保险人支付赔偿金之日起相应地转移给保险人的法律制度。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法理基础可以从补

偿原则和公平原则以及侵权行为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中一探究竟。然而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在实际运

用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将针对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的现实困境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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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brogation right of marine insurance refers to the legal system, under which the right of the 
insured to claim compensation from the third party for the damage caused by the third party 
within the scope of insurance liability is transferred to the insurer accordingly from the date of 
payment of compensation by the insurer. The jurisprudential basis of the subrogation right of ma-
rine insurance can be found in the principles of indemnity and equity, as well as in the unreal 
joint-liability of the infringement act.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marine insurance subrogation system, and this paper will propose appropriat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marine insurance subrogation syst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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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上运输凭借其运载量大、运输成本低的优势，被广泛采用在国际贸易中，但由于受制于自然条件

的因素，在海上航行的船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雷电、暴风雨等恶劣天气，地震、海啸等不可抗灾害或搁

浅、触礁、倾覆等意外事故，被承运的货物随时存在损毁和灭失的风险。为了将损失降到最低限度，托

运人或者货主通常会选择海上运输保险来应对不确定的风险。海上保险中一个基本原则是损失补偿原则，

即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保险人应当在其责任范围内予以赔偿，被保险人不得在此中获利。但如果这种

损失是由于第三者的原因而引起，被保险人还享有请求第三者侵权赔偿的权利。如此一来，在被保险人

已经得到保险补偿的情况下还要求第三人赔偿，是否就属于权利双重救济？对“为他人过错买单”的保

险人来说是否有失公平？“代位求偿权”的概念由此而来。本文拟从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基本内涵、

法律性质、法理基础、现实困境及完善建议等方面，尝试浅略地分析海上保险的代位求偿权。 

2. 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律规定和基本内涵 

我国《海商法》第 252 条规定：保险标的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发生的损失，由第三者造成的，自保险

人支付赔偿金之日起，被保险人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相应地转移给保险人。即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

是指在因第三者原因造成的海上保险事故中，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损失进行赔偿后，可以代替被保险人

的位置取得对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这里强调一下，保险人赔付后，方可代被保险人行使权利，向第三

者主张赔偿，并用了“转移”一词。《保险法》第 60 条规定：因第三者损害保险标的造成保险事故的，

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

进一步明确了代位求偿权的行使限度是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且该条第 2 款规定，被保险人已获得第

三者的损害赔偿的，保险人可以在给付保险金时扣减相应数额，以实现“补偿原则”。 

3. 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律性质 

最高人民法院 2021 年 1 月 1 日修正实施的《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 条规

定，审理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海商法、保险法均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典等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

因此，海商法与保险法、民法典的关系可以看作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一般法中的原理可以适用于

特别法。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保险的代位求偿权入手，得出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属于债权的转移这个结

论。在保险代位求偿关系中存在着三方当事人和两个法律关系：一是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保险合同关系，

二是被保险人和第三人之间的侵权关系或合同关系。因第三人产生的损失，被保险人有权基于侵权行为

或合同违约请求第三人损害赔偿，同时由于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还可以从保险人处索赔。为了避免

被保险人同时行使两种请求权而获得不当得利，法律便规定了被保险人在获得保险人的赔偿后，应将向

第三人求偿的权利转移给保险人，即债的转移，而且这种转移是强制性、法定性的[1]。另一方面，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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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类比于民法中的代位清偿规则来理解海上保险中的代位求偿制度。《民法典》第五百二十四条规定：

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第三人对履行该债务具有合法利益的，第三人有权向债权人代为履行……债权人接

收第三人履行后，其对债务人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在第三人责任导致被保险人损失的海上保险中，第

三人是债务人，被保险人是债权人。而被保险人基于保险合同向保险人索赔的事实基础，归根到底也是

第三人造成的，因此保险人就可以视为《民法典》524 条中的“第三人”。当保险人代位清偿，被保险

人接收保险金后，其对第三人(真正责任人)的债权就转让给了保险人。综上所述，结合海商法 252 条、保

险法 60 条的规定，海上保险的代位求偿权实际上是保险人在给付被保险人保险赔付金之后从被保险人处

继受而来的对第三人追究责任的债权请求权，是保险人基于被保险人债权的转移而取得的权利，而非凌

驾于被保险人之上，该权利是法定的，不依赖于当事人的约定。保险人代被保险人之位向第三人行使请

求权的内容，当然的由被保险人和第三人之间的债权性质决定。债的发生事由当然成为代位求偿权的产

生原因，比如合同之债或侵权之债。如果第三人是侵权导致保险标的损害的，保险人应当向其主张侵权

之债的赔偿；如果第三人是违约导致保险标的损害的，则保险人应当向其主张违约之债[2]。 

4. 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理基础 

4.1. 基于补偿原则和公平原则 

保险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赔偿损失的原则。在海上保险事故中，当第三者的过错导致保险事故的

发生，造成被保险人损失时，被保险人如果在向保险人索赔保险金的同时向第三人请求侵权损害赔偿，

那么就会出现双重救济或者双重补偿，违背了保险法中的补偿原则。而从民法的角度来看，被保险人可

能构成不当得利，即没有法律依据一方取得利益，另一方权利受损的情形。被保险人所获得的双重利益，

其中一项即为其所获得的附加的、但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根据的不当获利，使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利益不平

衡，与民法公平原则相违背。所以，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是补偿原则和公平原则发展的必然结果和

具体体现[3]。 

4.2. 基于不真正连带责任 

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与侵权行为法中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情形类似[4]。即被损害方在追究最终责

任前，可自由选择向任意一方责任人提出赔偿要求，非最终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再向最终责任人进

行追偿。在由第三人引起的海上保险事故中，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基于合同约定承担赔偿责任。第三者因

侵权对被保险人也有责任进行赔偿。两者负有同一种给付内容，该给付内容由第三人的原因产生，因而

归根到底应由第三人承担最终责任。被保险人的权利在保险人给付保险金额后转移给保险人，保险人有

权向第三人追偿，也就是向最终责任人追偿。在海上保险中，这种追偿权就是代位求偿。 

5. 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现实困境及完善建议 

5.1. 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同时主张请求权的冲突问题 

由于保险责任存在免赔额或者赔付金额有最高限度，而保险人获得的代位求偿权也仅仅在其赔付的

范围内行使。如果保险人给付被保险人的保险金低于第三者的过错造成的损失，不足部分，被保险人仍

有权向第三者主张赔偿。另外，被保险人发生保险标的以外的其他损失的，即不属于保险人的赔偿范围，

投保人还可以就这部分损失向第三者进行维权。这样就会出现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分别

向第三者主张权利，要求实际加害方赔偿。如果实际加害人的财产或者赔偿能力不足以同时赔偿双方时，

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如何调节？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如何分配第三者赔偿金额？ 
笔者认为应该分情况进行讨论。比如，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外有其他损失，第三人应当优先赔偿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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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人既有财产损失后，在有剩余部分的情况下才考虑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被保险人除保险标的外，

没有发生其他损失或已支付损失的，再看被保险人保险标的内未足额赔付部分的请求权和保险人在支付

保险金范围内的代位求偿权问题，这时就应该按比例进行分配[5]，从而使投保方和保险人之间的利益达

到一个均衡的关系。 

5.2. 保险人通融赔付或错付情况下的代位追偿问题 

在实践中，存在着保险人对重要客户进行通融处理、放宽赔付条件的情况，即使不属于保险范围、

可以不予赔付的，被保险人仍然能获得全额或者部分赔付，即通融赔付。另外，在保险事故理赔中，由

于保险人自身过失或疏忽，对保险事故的评估出现了偏差等也可能形成错赔或超额赔付的问题。基于保

险人先履行了给付之后才获得了原属于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权，先履行行为有瑕疵还能正常行使该代位

求偿权吗？第三人对追偿权提出抗辩意见如何处理？ 
如果认为通融赔付或错付、超额赔付属于商业行为而不能获得支持，那么就要求保险人在严格确定

事故事实和赔偿责任和具体损失之后再向第三人追偿，明显会增加赔付的时间成本并对保险人提出更严

苛的要求，不利于保险业发展。但如果仅关注被保险人和第三人的关系而不顾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赔付

基础，只要第三人对保险事故存在责任、保险人的追偿又未超过已支付的保险赔偿就能获得法律支持，

则给予保险赔偿较大的随意性，第三人权利可能因此受损[6]。笔者认为，通融赔付或者超额赔付的金额

并不能等同于保险人向第三人主张的赔偿金额，而应以第三者实际给被保险人带来的损失为限。保险人

因自身原因使支付给被保险人的赔付金额超出第三人实际造成的损失金额的部分应该由保险人自行承担，

这样通融赔付或错赔未被全盘否定，而是对超出部分进行了否定，不仅可以让第三人承担自己的责任，

又保护了其权益，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规制了保险行业关于赔付流程的把关严格度。 

5.3. 被保险人消极协助使保险人代位求偿权难以实现问题 

虽然代位求偿权的权利双方是保险人和第三人，但是由于与第三人发生直接联系的是被保险人，被

保险人作为赔偿请求权的最初权利人，对事故发生的事实和具体损失情况更有发言权[7]。在司法实践中，

因缺乏被保险人的协助使被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无法实现的纠纷为数不少。我国《保险法》第 63 条、《海

商法》第 252 条均规定，被保险人向第三者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时，应当将所必需的文书资料及所

知悉的相关资料提供给保险人。但是法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并未对“必要文件和所知道的情况”做出

明确规定，如何约束已经得到赔偿而缺乏协助动力的被保险人？另外，立法只规定了被保险人的协助义

务，对被保险人不履行义务所产生的后果和应承担的责任却没有直接作出规定，缺乏强制力。 
当前理论界和实践中比较主流的看法是：投保人的救助义务应具有强制性，应在立法或司法解释中

明确规定“必要文件和所知道的情况”的范围，减少保险人收集证明材料的难度和障碍，提高向第三人

追偿的成功率。同时，《保险法》第 63 条、《海商法》第 252 条对被保险人违反协助义务所产生的后果

及承担的责任，应当增加一项具体条款——由于被保险人的不作为产生的不利影响由其自己负担。虽然

《海商法》253 条关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向第三人要求赔偿的权利，或者由于过失致使保

险人不能行使追偿权利的，保险人可以相应扣减保险赔偿”的规定，可以看作是从反面规定了被保险人

不履行义务的后果。但是由于该条文与协助义务的规定关系不够紧密，可能在体系上出现断裂，从而沦

为一纸空文[8]。 

6. 结语 

海上保险的代位请求权作为理论和实务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权利，从其产生至今一直都发挥着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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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它既可以避免被保险人重复受偿，体现损失补偿原则；又可以降低保险人赔付压力，平衡保险人利

益，体现公平原则；同时还能防止导致保险事故的第三人逃脱责任。它是保险人支付了保险金后从被保

险人处继受而来的法定权利，是基于被保险人的债权的转移并在支付的赔偿金额范围内对第三人享有的

请求权。在实践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同时主张请求权的冲突问题、保险人通融赔付或错付情况下的追

偿问题还有被保险人消极行使协助义务等使被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实现困难重重。但是我们要看到，海

商法作为随着国际贸易的繁荣从外国舶来的一个法律部门，发展至今也仅有 30 年左右的时间，而保险法

的起步甚至更晚。虽然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尚未成熟，我们仍然积极地相信，随着立法的发展、学

者的研究、实务的补充和法治社会的进步，这一项法律制度会更加完善，法律体系会更加严谨，从而使

海上保险能够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推动中国海上贸易和航运事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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