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4 卷第 1 期
2013 年 2 月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14 No. 1
Feb. 2013

[收稿日期] 摇 2012 - 09 - 14
[作者简介] 摇 肖益祥(1988 - ),男,福建平潭人,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保险代位权制度的几个问题及完善

肖摇 益摇 祥
(福建师范大学 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摇 要] 摇 传统观点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仅是财产保险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文章则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不应仅仅局限

于财产保险,其适用的范围应是损害保险———即包括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中有损害填补性质的保险。 我国保险法对于保险

代位求偿权的规定并不完善,实践中出现诸多问题,鉴于此,文章试图探求保险代位求偿权的真正内涵,重点阐述现行立法有

关保险代位权规定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完善措施,以期对完善我国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有所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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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摇 保险代位权的概念和适用范围

保险代位权,是指“保险人在给付保险金之后,
如果第三人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或者保险标的损害负

有赔偿责任的,保险人在已经承担的保险赔偿金额

范围内取得被保险人向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

权冶 [1]。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保险业的规模

扩张,因发生保险事故引起的追偿案件也逐年增多,
其中因第三人的行为所导致保险事故的追偿过程

中,确保保险对于保险参与各方分担和分散损失的

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合理规定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

并加以科学地运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保险法》第 60 条第 1 款:“因第三者对保险标

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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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冶《海商法》第 252
条:“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是由第

三人造成的,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要求赔偿的权利,自
保险支付赔偿之日起,相应转移给保险人。冶我们知

道,法条的产生是对现实需求的认可或者未来需求

的提前架构,正是在被保险人损失不可能得到多份

赔偿的原则下,面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义务和保险

人的保险赔偿义务共存的情形,产生了将二者协调

一致形成某种制度的需求。 而保险代位权制度便是

这种需求的产物:在履行保险赔偿义务后,在不妨害

被保险人利益的前提下,保险人代被保险人也即被

侵害人之位,行使被侵害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

求权。 这样的制度安排,一则维护了损害赔偿的侵

权之债的债权关系的稳定,即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责

任不因保险人给予被保险人也即受害人保险赔偿而

被免除;二则维护了保险合同之债的债权关系的稳

定,即保险人的保险赔偿义务也不会因被保险人也

即受害人可从第三人处获得赔偿而减免;三则更可

避免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甚至故意假借保险事故之

由获取不当得利而牟利或者营生。
传统通行理论和立法实践都认为,保险代位权

只适用于财产保险,不适用于人身保险。 此种理论

的基础在于人身保险中的的保险标的是人的身体,
从价值上来说是金钱不能标示的,它的损害填补并

非以恢复完满状态为对应,因为对于身体的任何伤

害都不太可能恢复到未受侵害之状态,故即使此类

保险中受损一方同时获得双份赔偿,也不属于不当

得利,保险代位权制度设计初衷之用于解决两种债

权同时产生时出现的冲突也就无法实现或者说不需

要,因为冲突已经不存在了。 新修订的《保险法》将
保险代位权置于财产保险合同之中,这样的体例意

味着保险代位权仍然是仅适用于财产保险,不适用

人身保险。 本文则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不应仅限

于财产保险的,其适用的范围应是损害保险,即包括

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中有损害填补性质的保险。

二摇 保险代位求偿权产生的法理依据及其作用

毫无疑问,作为补偿性合同的保险关系,代位求

偿权当然是由保险关系的补偿本质决定的,只要补



偿性合同所应遵循的原则,对于保险代位权而言,也
是不能违背的。 对于代位求偿的法理依据大家看法

不一:“一种观点认为,‘代位求偿是衡平法上的一

个原则,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是衡平法所给予的爷。
另一种观点认为,‘保险人的代位追偿权利是基于

法律给予保险合同的默示条件,即被保险人有义务

对第三者责任方采取法律行动,以减少他的损失,并
将其减少损失取得的利益交予保险人。 因此,代位

追偿是一项普通法原则爷。冶 [2]一些国外保险法学者

的研究认为,“虽然代位追偿的法律历史渊源并不

十分清楚,不过代位追偿更可能是从放弃原则发展

起来的,放弃原则是早期大陆法系海上保险法中的

古老原则,后来被吸收融入英国的普通法。冶 [3] 我国

台湾学者史尚宽认为,“关于债权让与之规定应准

用于保险代位权。 如此项债权之转移,非通知债务

人,对于债务人不生效力冶 [4]。
本文十分认同史尚宽先生的观点。 如前文所

言,保险人在给付保险金之后,如果第三人对保险事

故的发生或者保险标的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保险

人在已经承担的保险赔偿金额范围内取得被保险人

向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保险代位权的功能在

于既可以避免被保险人因为保险事故获取的双份冲

突的赔偿所产生的不当得利甚至借以营生,又可以

避免了加害人借由保险事故有保险人赔偿而逃脱最

基本的基于侵权之债的债权关系所应承担的赔偿责

任。 从保险代位权行使的程序结构中可以看到,
“保险人因支付保险金取得原来由被保险人享有的

债权,全部支付享有全部债权,部分支付享有部分债

权。 被保险人将债权转让及时通知第三人后,原债

权人的处分行为以及债务人向原债权人的履行行为

均不发生法律效力冶 [5]。 这完全符合“债权让与冶的
情形,很明显其是由于法律的规定而将被保险人对

于第三方侵害人的债权移转给保险人。 也就是说保

险代位权的来源是债权的法定移转。 同时,我们知

道,保险法属于商法的部门法,而在我国这样一个采

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的国家,在民法体系之内寻

求特别法某种制度的原理支撑,既具有逻辑上的合

理性,又能够简洁适用民法的一般准则,这些对于法

律之实施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摇 现行立法有关保险代位权规定中存在的问题

(一)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范围限制

对于保险代位权是否适用于人身保险之中,本
文比较赞同台湾江朝围先生的“相对肯定说冶。 他

认为“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从其承保内

容来看,均非纯粹的定额保险,因此能否适用代位求

偿权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因第三者的行为

导致保险事故发生,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残疾,则被

保险人或保险受益人有权同时收取保险金与第三人

的赔偿金额。 如果被保险人所受损失为医疗费用或

其他费用等支出,其所受损害应局限于该医疗费用

或其他费用之范围,在这种情形下就会存在适用保

险代位求偿权的可能性冶 [6]。 本文认为其将治疗损

害的医疗费用等可以用货币衡量的价值类比于财产

合同中的财产标的,并将死亡或残疾这两类无法用

医疗费用来标示的人身利益归为不可代位的利益,
是有道理并且可行的,保险法可以加以借鉴。

(二)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名义存在分歧

对于代位求偿权应该以保险人的名义还是应该

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使这个问题。 大致有以下三种

观点:(1)以保险人的名义。 即保险代位求偿权依

法定而产生,不以被保险人移转赔偿请求权为条件,
只要具备行使要件,即可以自己名义行使被保险人

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 (2)以被保险人的名义。
即保险人是建立在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享有的损害赔

偿请求权的基础上的,只是代被保险人之位向第三

人行使请求权。 (3)以所谓利益当事人名义。 即根

据具体情况,或以保险人名义行使,或以被保险人名

义行使,或以二者共同名义行使。
(三)不同立法规定差异明显

《保险法》规定,因第三者造成保险事故,保险

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后,在保险赔偿范围内

可以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海商法》规定,被保险人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

利,自保险人支付赔偿之日起,相应转移给保险人。
海商法中的“相应转移冶,应该理解为“被保险人向

第三者请求赔偿地位的转移,是一种概括的请求权

的转移冶 [5]。 一方面,对第三者行使求偿权的主体

为保险人,求偿的范围限于被保险人可以向实施侵

害的第三人要求负责的范围;另一方面,保险人索赔

到的赔偿所得进行分配应由保险合同来确定,超出

保险赔偿范围的部分应当退还给被保险人。

四摇 对完善代位求偿权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扩大代位求偿权的适用范围

本文认为关于保险代位权只适用于财产保险的

通行观点,可以加以完善,保险代位权对于人身保险

是否适用,应由该保险本身的性质来决定,不能一概

加以排斥。 从制度功能角度看,只要是保险类别属

于补偿性质的都应当适用保险代位权,以最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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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合理发挥制度的适用范围。 人身保险合同中涉及

补偿性质的部分应该根据保险合同的补偿性质,做
出适用性的规定。 这样,不仅使代位求偿制度在形

式上涵盖现实生活之需要,更应该涵盖同样需要该

制度发挥其设计初衷之优势功能的领域。
(二)明确保险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保险代

位权

历史地看,保险发展的初期阶段。 代位求偿权

都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使。 随着人们对于各类不同

保险的需求变得多样和复杂,以及保险行业分工的

细化,再加上保险法律制度逐步发展和完善,承认保

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后,以被保险人或保险人的名

义行使,已不意外,我国的司法实务中也不例外。 对

于此保险立法未作明确规定,应当明确规定保险人

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保险代位权。 同时,保险人以自

己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也是有立法和实践经验可

资借鉴的———《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94、95 条

就明文规定,保险人应当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代位求

偿权。 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应该赋

予保险人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这样更有利于保护保

险人的合法利益,使其在承担巨额保险费用的时候,
在追偿过程中能够取得与其义务相对等的诉权和独

立的诉讼地位。
(三)清理法律法规以消除立法差异

保险法和海商法之间关于保险代位权的规定,
在今天的法律语境之下,二者的差异显而易见,对于

法律体系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是个不小的影响,在法

律体系严谨的大陆法系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之下,一
般法中的基本制度应该适用于特别法之中,除非特

别法之中的事项在一般法中没有规定,毫无疑问,关
于保险代位权的规定,保险法对位于海商法属于一

般法,其并无特殊之处,故应适用保险法关于保险代

位权的规定。 另外,在实践中,普通的保险事故和海

上保险事故如果因为立法的缘故,出现使用不同的

规则,那么对于当事人从事综合业务而言,其业务行

为的成本无疑会增加,因为对于同类业务本可以适

用同一批人员,由于法条不必要的不一致而需要多

增加的费用,无疑将给他们带来负担。 法律的作用

在于使市场经济中的主体能够用最简便和最安全的

规则为社会创造价值,因此法律最好应当选择同类

行为相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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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for Perfecting the System of Insurance Subrogation

XIAO Yi鄄xia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China)

Abstract:摇 Traditional point of view thinks that the right of insurance subrogation is in property insurance only. However, this pa鄄
per argues that the right of insurance subrogation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property insurance . Its scope should be damage insurance.
Damage insurance including property insurance and the insurance with damage compensation in life insurance. China謘s Insurance Law on
insurance subrogation provision is not perfec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practice. So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right of Insurance Subrogation and focus on the problems in current insurance law legislation on right of Insurance Subrogation,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measures to improve,which is hoped to have some reference function to the perfection of the right of insurance sub鄄
rogation system

Key words:摇 right of insurance subrogation;摇 scope of application;摇 legislative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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