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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道路交通事故保險現況及重要議題分析 

 曾平毅1 

蔡佩穎2
 

摘 要 

民眾發生交通事故後，最關心的是後續能否達成和解，如有投保強制險以外險

種者，則會視保險公司為諮詢對象，詢問後續處理流程。更有甚者，將後續理賠流

程，一切交由保險公司處理。惟當事人其實才是交通事故主體，除應積極與保險公

司聯繫，確認可理賠範圍外，保險公司亦應協助當事人儘速處理後續和解問題。 

惟實務上常遇到交通事故當事人與保險公司認知不同，對於理賠範圍及內容產

生歧義，要求當事人應申請警察機關製發之初步分析研判表，或向鑑定單位申請鑑

定，以作為保險理賠依據。事實上，保險公司理賠人員均受過基本訓練，對於交通

法規亦有認識，可初步判斷交通事故之肇事責任，保險公司可成立肇事原因分析單

位，由專業法務人員、汽車專家直接進行肇事原因分析，以加快理賠速度、保障被

保險人權益。 

關鍵字：交通事故、法律責任、保險公司、理賠 

一、前 言 

民眾發生交通事故後，將面臨行政、刑事、民事責任等三方面問題須要

處理。為減輕當事人賠償負擔，除政府規定必須投保之強制險外，產險公司

亦推出多種汽車任意險及附加險種供民眾選擇。在前述責任中，產險公司能

夠協助的，是當事人的民事責任，當民事達成和解，當事人即撤回傷害告訴，

如為有人死亡案件，檢察官亦會視犯罪嫌疑人犯後態度，予以緩起訴或請求

減輕量刑。故保險公司在事後協助當事人處理流程，可謂相當重要。 

現行市面上汽車保險主要可分為「強制責任險」、「第三人責任險」、「車

體損失險」及「竊盜損失險」。其中「第三人責任險」及「車體損失險」均與

當事人是否負有賠償責任有關。目前保險公司辦理理賠時，對於當事人是否

「負有賠償責任」，是以警察機關初步分析研判表或鑑定機關鑑定意見書為依

據。惟初步分析研判表最快 30天後申請，取得資料後又須理賠作業時間，如

保險公司成立肇事原因分析單位，由專業法務人員、汽車專家直接進行肇事

原因分析，可加快理賠速度、保障被保險人權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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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4619，E-mail：una139@mail.cpu.edu.t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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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事故相關法律規定 

交通事故從發生、處理到後續民事和解，如各當事人均未受傷或傷勢輕

微、且對理賠金額有共識，和解時間非常迅速，快者，現場即可直接和解，

不須要警察處理；慢者，幾個月亦可處理完成。如當事人受傷情形較為嚴重，

對於後續醫療費用、工作損失、精神慰撫金等金額即須多次協調。如有人死

亡，肇事者無法立即與家屬達成和解，長時間官司訴訟即無法避免，三至五

年，甚至更長，社會成本支出甚為龐大。 

以一件交通事故來看，第一個涉入的，當然是各方當事人，現場如無法

立即和解，第二個涉入的，即是警察機關。警察機關到場，會進行勘察蒐證、

詢問當事人，並製作相關文件及表單，記錄現場跡證及肇事經過等，後續並

由審核小組製作初步分析研判表。依案件複雜程度及當事人配合狀況等，現

場處理大約 30分鐘至 3小時不等。如再到後端審小組審核、交辦再蒐證、初

步分析，至少須 30 天時間。接下來即是保險公司了。目前許多產險公司推出

「理賠人員到場協助交通事故處理」之服務，甚至有將此服務做為公司亮點，

吸引民眾投保。惟亦有保險公司接到民眾電話後，不會指派業務員至現場協

助，大多指導當事人配合警察機關處理，後續提供相關資料辦理出險即可。 

現場處理結束後，即是最重要的和解問題，和解過程中，可能涉及單位

第一為鑑定、覆議機關，鑑定、覆議機關負責鑑定車輛行車事故之肇事原因，

鑑定及覆議意見書應記載主、次因，此即為保險公司理賠或法院判決之重要

依據。第二為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並非所有案件須要經過法院訴

訟，惟一旦進入司法訴訟程序，即為一冗長之審判流程，且可能須要出庭說

明，此為當事人最不願意接觸，故如能透過各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

達成和解，不僅能減少法院興訟，亦能減少社會成本支出。 

 

圖 1  道路交通事故涉入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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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定義，道路交通事故係指「車輛、動力

機械或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在道路上行駛，致有人受傷或死亡，或致車輛、動

力機械、大眾捷運系統車輛、財物損壞之事故。」。故交通事故必有一方為車

輛且有駕駛行為，並造成人員傷亡或財物損失。另內政部警政署亦曾函示明

定，交通事故係出於「過失」行為。如人員傷亡或財物損失係出於「故意」

之行為，則應以刑法各項罪章論處。例如：某甲因與某乙互有嫌隙，某日因

某乙言語挑釁某甲，某甲懷恨在心，故意駕駛汽車撞死某乙，此行為若單純

以交通事故處理，其刑法上刑度差異之大恐讓有心人士以此手段故意殺人。

故交通事故當以「過失」行為論處。 

以下就前述當事人、警察機關、保險公司及鑑定覆議機關之相關法令規

定做一彙整與說明。司法機關部分，因多數偵辦及判決之法令規定，係當事

人提出刑事或民事告訴後流程，與當事人後續協調和解較無直接關聯，故不

在本研究討論範圍。 

2.1當事人在交通事故面臨之法律責任 

當事人在交通事故面臨之法律責任，可分為行政、刑事、民事三種，以

下分別論述之。 

2.1.1 行政責任 

在交通事故過程中，當事人如有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或其他相關

交通法令，依法應接受罰鍰、記點、講習、吊扣、吊銷等處罰，稱之為「行

政責任」。 

2.1.2 刑事責任 

在交通事故過程中，當事人如有違反中華民國刑法（下稱刑法）構成要

件，依法應接受罰金、拘易、有期徒刑等刑責，稱之為「刑事責任」。 

其中與交通事故有關的刑事責任，包括過失致死、過失傷害、公共危險、

遺棄等四大類。 

2.1.2.1過失傷害 

依我國刑法第 284條，過失傷害係指「因過失傷害人」，可再分為過失傷

害、過失重傷、業務過失傷害、業務過失重傷。其中最重刑責為業務過失重

傷，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從事業務之人，例如：

計程車司機、遊覽車司機等，如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以業務過失傷害或

重傷論處。 

有關重傷要件應符合刑法第 10條規定：一、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

之視能。二、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二耳之聽能。三、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

味能或嗅能。四、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五、毀敗或嚴重減損生

殖之機能。六、其他於身體或健康，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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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刑法第 287 條規定，過失傷害及過失重傷均為告訴乃論，追訴期為 6

個月。當事人提起告訴，始據以偵查。故當事人如達成民事上和解而撤回告

訴，檢察官即以不起訴處分辦結。 

2.1.2.2過失致死 

依我國刑法第 276條，過失致死係指「因過失致人於死」，可再細分為過

失致死及業務過失致死。業務過失致死刑責較重，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

役，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 

2.1.2.3公共危險 

酒後駕車及肇事逃逸皆屬公共危險罪章，以下分別論述之。 

2.1.2.3.1酒後或毒後駕車 

依刑法第 185-3 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

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

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

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駕駛人同時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35條及刑法 185-3規定時，違

反行政法上罰緩部分將於刑事部分判決確定後，不足部分再以罰鍰處罰之。 

2.1.2.3.2肇事逃逸 

刑法第 185-4 條，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一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另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2條第 5項規定，駕

駛人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者，吊銷其駕駛執照；致人重傷或死亡而逃逸者，

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二者處罰種類並不相同，故駕駛人同時違

反刑法及行政法部分，係分別處罰。 

2.1.2.4遺棄 

刑法第 293 條，遺棄無自救力之人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

百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 

故肇事逃逸除刑法第 185-4 外，亦可依現場跡證及事實，審酌遺棄罪之

適用。 

2.1.3民事責任 

在交通事故過程中，當事人如有違規或不當行為致生損害，必須擔負民

事上的損害賠償責任，稱之為「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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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

害賠償責任。」，交通事故當事人係「過失」行為產生之傷害結果，故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且當事人發生交通事故，在民事上賠償範圍相關廣泛，在民法

第二編、第一章、第一節、債之發生，第五款、侵權行為，第 184至 198條，

有相關規定。有人傷亡之民事賠償包括醫療相關費用、因行動不便之往來必

要交通費用、看護費用、工作損失、殯葬費、受害人法定親屬之扶養費用、

精神慰撫金等。如係財物損壞，則賠償項目為零件費（需折舊）、工資、搬運

費、營業損失、代步費用等。 

2.2行政機關處理交通事故之法律規定 

2.2.1警察法 

警察法第9條：「警察依法行使左列職權：一、發佈警察命令。二、違警處

分。三、協助偵查犯罪。四、執行搜索、扣押、拘提及逮捕。五、行政執行。

六、使用警械。七、有關警察業務之保安、正俗、交通、衛生、消防、救災、

營業建築、市容整理、戶口查察、外事處理等事項。八、其他應執行法令事項。」。 

上述規定雖列為警察行使之職權，惟其內容實為警察所辦理業務之列舉規

定，應視為組織法上警察任務規範，並不具有作用法之性質。 

2.2.2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法 

第2條規定：「本署掌理全國性警察業務，並辦理下列事項…八、交通安全

維護、交通秩序整理、交通事故處理及協助交通安全宣導之規劃、督導。」，明

定「交通事故處理」為警察職權。 

2.2.3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92條第5項規定，「道路交通事故駕駛人、肇事人應處置作為、現場傷患

救護、管制疏導、肇事車輛扣留、移置與發還及調查處理之辦法，由內政部會

同交通部、行政院衛生署定之。」，爰訂有「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其中關

於警察機關權責內容，規定在第9、10、11、12、13條，包括警察機關獲知道路

交通事故之處置作為、對道路交通事故現場之勘察與蒐證、勘察與蒐證工作完

成後之交通管制、肇事車輛之扣留及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申請或閱覽相關

資料。 

其中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13條規定，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或利害關係

人得申請之「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因內容記載「可能之肇事原因(或

違規事實)」，實務上已被調解委員會、保險公司、當事人視為理賠之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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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保險公司在交通事故應為之法律規定 

2.3.1保險法 

保險法第53條：「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

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

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同法第165-2 條：

「同業公會為會員之健全經營及維護同業之聲譽，應辦理下列事項：一、訂定

共同性業務規章、自律規範及各項實務作業規定，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供會

員遵循。」。目前保險公司共同遵循之賠償標準，即為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

業公會於95年12月編製之「汽車肇事責任分攤處理原則」，編製目的係為使汽車

保險理賠作業達到能迅速、有效，避免爭議的處理目標，加強提昇服務品質俾

保障被保險人權益，以供同業共同遵守註。依該原則，肇事責任認定依據第一

為「法院判決書」，第二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鑑定意見書」，第

三係「警察機關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圖或其他證明資料」，最後

為「公會汽車險委員會決議」。 

2.3.2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為使汽車交通事故所致傷害或死亡之受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並維護

道路交通安全，定有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2.4鑑定覆議之法律規定 

2.4.1公路法 

第 67條規定，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事項，由交通部指定之所屬機關辦

理。但其事故發生所在地於直轄市行政轄區內者，由直轄市政府或其指定之所

屬機關辦理，或亦得委託交通部指定之所屬機關。前項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

議作業辦法，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法務部定之。 

2.4.2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 

本辦法係當事人申請交通事故鑑定、覆議重要規定，內容包括：申請鑑定

要件、鑑定流程、委員組成、鑑定意見書格式等，均有完整規定，與「道路交

通事故處理辦法」中，僅有警察機關應依民眾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

析研判表」之相較，顯較完整且全面。 

2.5小結 

在上述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面臨之責任中，涉及有人死傷之交通事故案件，

會有刑事、行政及民事責任之問題，無人死傷之案件，則僅有行政及民事故責

任問題。其中與保險公司最為相關的，是當事人的「民事責任」。當事人賠償醫

療費用、工作損失、財物損失、精神慰撫金等，均屬民事賠償範疇。警察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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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處理的，係屬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警察機關不受理、不干涉，故現行所有交

通事故均由警察機關處理之方式，似有再調整空間。 

民事賠償又與刑事責任相關。依刑法第 57條規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

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十、犯罪後之態度。」，

在交通事故涉及刑事案件中，如當事人有汽車保險，且保險公司協助儘速與對

造當事人達成和解，檢察官將以不起訴或緩起訴終結。故民事部分是否和解，

會影響刑事判決。 

依據保險法第九十三條前段規定：「保險人得約定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就其

責任所為之承認、和解或賠償，未經其參與者，不受拘束。」，實務上當事人如

有投保第三人責任保險，在民事和解過程，保險公司會參與協調並負賠償責任，

理賠對造當事人，亦有保險公司推出「全程參與理賠」過程之服務，安撫被保

險人並提供協助。惟超過保險契約部分，仍須由當事人自行負擔。故許多民眾

發生交通事故後，認為因自己有投保第三人責任險及其他相關保險，故保險公

司會處理所有後續賠償事宜，是一錯誤觀念，因為當理賠金額超過保險契約時，

須由當事人本人與對造當事人協調。 

三、汽車保險現況與種類 

3.1汽車保險現況 

3.1.1保險收入與賠款概況 

分析我國財產保險的收入來源如表1所示，以汽車保險的保險費收入最高，

汽車保險包括任意汽車保險及強制汽車保險，如分析 2015年收入比例，汽車保

險 50%，為所有種類最高。雖汽車保險包含任意汽車保險及強制汽機車責任保

險，惟我國機動車輛數在 2013、2014係減少，顯見在民眾對於任意險的保險意

識增加。 

表 1 財產保險業保費收入統計表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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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015 年財產保險收入比例圖 

財產保險的收入來源雖以汽車保險所占的比例最高，但是支出比例也最高，

依表 3所示，顯示在所財產保險種類裡，汽車保險是民眾最需要也最常用到的

保險。 

表 3  財產保險業保險賠款統計表 

 

3.1.2各汽車產險公司收入與賠款概況 

自民國 91年起實施產險費率自由化以來，各家產險公推出保險商品即使種

類、保額相同，保費卻不盡相同。購買保險時，保費固然是考量因素之一，但

更重要的，是發生意外後的賠償程序與態度。保險能夠備而不用最好，但若不

幸派上用場，希望能最快、最短時間處理。所以後續理賠程序若能協助當事人

儘快處理完成，民眾大多願意多花一點錢買到更好服務。 

統計我國 14家產物保險公司 102至 104年汽車保險收入，以富邦最多，國

泰次之，新光再次，統計資料詳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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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臺灣 14家產險公司汽車保險保費收入統計表 

 

資料來源：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保險業公開資訊觀測站 

保費收入愈多的公司，保險賠款金額也愈高，統計 102至 104年汽車保險

保險賠款金額，以富邦最多，國泰次之，新光再次，與收入之排名相同，詳如

表 5。 

表 5  臺灣 14家產險公司汽車保險保險賠款統計表 

 

對民眾而言，發生意外後，保險公司的理賠流程與情形才是決定是否續保

的關鍵。惟並非所有理賠結果均能如人所願，自 101年開始，被保險人對於金

融消費有疑義者，可向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故產險公司之「理

賠訴訟件數及其對申請理賠件數之比率」可看出產險公司對後續理賠之重視。

各家產險公司 104年比率統計如表 6，以美亞及國泰產險最低，富邦及旺旺友

聯次之。 

表 6  產險公司理賠訴訟件數及其對申請理賠件數之比率 

 

資料來源：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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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汽車保險種類 

我國汽車責任保險種類繁多，主要可分為「強制責任險」、「第三人責任險」、

「車體損失險」、「竊盜損失險」等四種。其中「車體損失險」可再分為大家熟

悉的甲式、乙式、丙式，另有產險公司推出俗稱丁式之汽車限額車對車保險。

如再加上各式附加險種，可超過 10種。「竊盜損失險」係屬刑法竊盜範疇，與

交通事故無涉，不在本研究討論範圍。 

上述強制責任險、第三人責任險及車體損失險可依法令是否強制規定投保

區分為「強制險」及「任意險」，法令強制規定投保以外之險種均統稱為任意險，

包含第三人責任險及車體損失險。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  我國汽車保險種類 

如以「賠償對象」做分類，可區分「人」與「車」二類，賠償「人」之

保險種類包括「強制險」、「第三人責任保險（傷害責任）」，賠償「車」之保

險種類則有「第三人責任保險（財物責任）」及「車體損失險」等。另外賠償

「人」之險種均以車外第三人或乘客為賠償對象，駕駛人只能透過強制險，

向對造保險公司求償。惟如係單一車輛交通事故，例如自撞燈桿、機車自摔

等，均無法理賠。為使駕駛人自身亦能於交通事故獲得賠償，多家產險公司

有附加「駕駛人傷害險」供被保險人選擇。 

3.2.1強制汽車責任保險 

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因汽車交通事故致受害人傷害或死

亡者，不論加害人有無過失，請求權人得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規定，向保

險人請求保險給付，或向財團法人汽車交通事故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項目包括：傷害醫療給付，含急救費用、診療費

用、接送費用、看護費用，每人每一事故傷害醫療給付總額，以新臺幣 20

萬元為限、殘廢給付，最高給付新臺幣 200 萬元、死亡給付，定額給付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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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新臺幣 200萬元。換言之，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係理賠人員傷亡費用，不理

賠財物損失。 

3.2.2第三人責任保險 

第三人責任保險可分為「傷害責任險」及「財損責任險」，二者均係被保

險人發生交通事故負有賠償責任時，請求權人得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 

3.2.2.1傷害責任險 

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死亡

或受有體傷，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保險公司僅對於「超過強

制險給付標準以上之部分」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3.2.2.2財損責任險 

指被保險人因其所有、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汽車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

財物受有損害，且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由保險公司負賠償責

任。 

3.2.3車體損失險 

被保險汽車於保險期間內，因保險事故所致之損失，由保險公司對被保

險人負賠償之責。而依承保範圍不同分為甲式、乙式及丙式，車主可依個人

需求選擇投保種類。 

3.2.3.1甲式 

被保險汽車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因下列危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

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一、碰撞、傾覆。二、火災。三、閃電、

雷擊。四、爆炸。五、拋擲物或墜落物。六、第三者之非善意行為。七、不

屬保險契約特別載明為不保事項之任何其他原因。 

3.2.3.1乙式 

被保險汽車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因下列危險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

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一、碰撞、傾覆。二、火災。三、閃電、

雷擊。四、爆炸。五、拋擲物或墜落物。 

3.2.3.1丙式 

被保險汽車在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因與車輛發生碰撞、擦撞所致之毀

損滅失，在確認事故之對方車輛後，保險公司對被保險人始負賠償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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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事逃逸之對造車輛無法確認者，保險公司不負賠償之責。但經憲警或

由保險公司查証屬實者，不在此限。 

 

圖 4  車體損失險賠償範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表示不在賠償範圍內。 

3.2.4小結 

依市面上常見汽車保險種類，可就賠償對象區分為二類，一係賠償「人

員」傷害，二係賠償「車輛」損失，茲彙整如下： 

除強制險、駕駛人傷害險外，其他保險種類均與肇事原因相關。以車體

損失保險為例，發生交通事故後，保險公司會先針對車損部分在保單額度內

理賠，惟如對造當事人應負肇事責任，將行使代位求償，向對造當事人求償。

此部分為保險公司與對造當事人間民事求償關係，對被保險人而言，較無特

別感受。惟「第三人責任保險」係在被保險人應負賠償責任時，保險公司始

負賠償責任。因此，當被保險人想法與保險公司立場不一致，或肇事原因尚

待釐清時，保險公司會以警察機關之初步分析研判表或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

員會之鑑定意見書做為理賠之依據。 

四、民眾發生交通事故處理流程及辦理出險問題分析 

4.1交通事故處理流程 

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民眾發生交通事故後，如有人傷亡，應即

採取相關救護措施，並通知警察機關；如無人傷亡且當事人自行和解，則不

必通知。警察機關到場，係針對現場初步蒐證記錄，如當事人無法和解，則

員警的蒐證處理對當事人而言，只是交通事故後續的開端而已。當事人可於

交通事故發生 7日後，向警察機關申請現場圖及照片，30日後申請道路交通

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有些當事人在此階段即可自行和解，亦有部分當事人

會透過調解與對造達成和解。如雙方對於和解內容認知差距太大，調解不成

立，則只有法院訴訟一途了。 



477 
 

受害人如有受傷，最常採取提出過失傷害告訴附帶請求民事賠償之方式

以獲得心中和解金額。對加害人而言，如有保險，則保險公司協助理賠程序

越快速，越有可能幫助被保險人與對造達成和解而免訴訟之累。當事人發生

交通事故後續處理流程詳如圖。紅字部分係保險公司可協助當事人之時間點，

不論自行協調或聲請調解，保險公司均可提供相關意見及協助。 

 

圖 4  當事人發生交通事故後續處理方式 

4.2 辦理出險問題分析 

4.2.1辦理出險流程 

當事人發生交通事故後，如有購買車體損失險，保險公司就其車損會直

接修復賠償，後續如他人應付賠償責任，再向有責任者求償，故當事人不會

有特別感受。惟若係購買第三人責任險，須被保險人自身負有賠償責任，保

險公司始理賠對造當事人。故當事人是否有肇事原因會影響後續理賠。以臺

灣目前 14家產險公司網站資訊比較，有 5 家產險公司提供「交通事故到場協

助處理」服務、1 家產險公司視情況派員協助，其中新安東京海上服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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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容最為詳細，並將該服務置頂，吸引使用者注意。以該公司汽車任意險

辦理出險流程如圖。其中流程 5「保險公司確任責任」部分，涉及警察機關

初步分析研判表或鑑定機關鑑定意見書。 

 

圖 5  汽車保險出險流程 

資料來源：新安東京海上產險網站資料
https://www.tmnewa.com.tw/InsuranceClaim.aspx?CategoryID=

911ce2a2-7742-4bea-9982-12e8ad7ccfb6 

截取日期：105 年 7月 22日 

4.2.2辦理出險面臨問題 

實務上常有交通事故當事人現場承認錯誤，欲由保險公司直接理賠，惟

保險公司審核後認有疑義，對造當事人亦應負擔部分責任，爰要求當事人應

申請警察機關製發之初步分析研判表，或向鑑定單位申請鑑定，以作為保險

理賠依據。亦有部分案件保險公司認為被保險人應負賠償責任，惟被保險人

認為係對造當事人應負賠償責任，保險公司爰以初步分析研判表或鑑定意見

書作為賠償依據，致當事人將矛頭指向警察機關或鑑定機關。 

依據「汽車肇事責任分攤處理原則」，肇事責任認定依據為：一、法院判

決書。二、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鑑定意見書。三、警察機關道路

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圖或其他證明資料。四、公會汽車險委員會

決議。其中共同遵守原則如下：一、交通事故肇事責任經法院判決時依法院

判決書為主，未經訴訟程序者依覆議委員會意見為準，未經覆議者依鑑定委

員會意見為準。二、交通事故案件未經鑑定者，以警察機關道路交通事故初

步分析研判表為準，並依本處理原則所訂肇事責任分攤原則辦理。三、警方

未處理案件或交通事故肇事責任分攤有爭議時，經協商不成立者，得提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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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汽車險委員會議定。依上述原則，即使沒有初步分析研判表或鑑定意見書，

保險公司仍得依現場相關資料判斷肇事責任後辦理理賠。惟基於二理由，保

險公司多以初判表為依據。第一，警察機關為公正第三者，多數民眾對於警

察機關所記錄肇事原因或違規事實，較無疑義，如係己方疏失，交由保險公

司辦理後續理賠。第二，被保險人堅持自己並無責任，惟依相關跡證顯示，

事故責任在被保險人，為避免被保險人投訴保險公司，保險公司稱以鑑定意

見書或初步分析研判表為依據，理賠對造當事人。 

事實上，保險公司理賠人員均受過基本訓練，對於交通法規有一定認識，

亦可初步判斷交通事故之肇事責任，且保費由保險公司收取，辦理出險時，

卻將肇事原因認定之責任，交由警察機關或鑑定機關背書，對於當事人權益

之保障，似有進一步探討之空間。另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13條規定，

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於交通事故發生 30 日後申請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

研判表，故取得警察機關初步分析內容，至少已過 30天，取得資料後再辦理

理賠流程，也須要一段時間。對當事人而言，尚未達成和解的每一天，都是

煎熬地等待，保險公司在此「確認責任」部分，可成立肇事原因分析單位進

行事故重建，由專業鑑定人才鑑定肇事原因，確認肇事責任，加快理賠速度。 

五、結論與建議 

5.1結論 

1.就法律層面觀之，當事人係交通事故主角，不論有人死傷之刑事案件、

或無人死傷之民事案件，都應由當事人自身面對處理，警察機關係在行政機

關立場進行現場處理與蒐證，保險公司則為協助當事人民事和解之配角。 

2.保險公司對其公司理賠人員會進行基本訓練，故其對肇因判斷、車輛勘

驗等，均有一定認識，非僅能依據警察機關核發之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

判表或鑑定委員會之鑑定意見書始能辦理理賠。 

5.2建議 

1.當事人係交通事故主角，不應把後續處理流程與責任均交由保險公司處

理，應與保險公司間建立良好溝通管道，並確認保險公司能夠協助之範圍，

以維護自身權益。 

2.依據「汽車肇事責任分攤處理原則」，肇事責任認定依據為：一、法院判

決書。二、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鑑定意見書。三、警察機關道路

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圖或其他證明資料。四、公會汽車險委員會

決議，現行要求應有警察機關初步分析研判表始能辦理保險理賠部分，應為

保險公司推托之詞，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宜監督保險公

司確實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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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通事故肇事原因，須以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

路權規定為基礎，理賠人員如於第一時間抵達現場協助當事人處理，可現場

取得相關跡證，例如：現場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狀況、煞車痕刮地痕長度

及位置、車輛損壞情形，可直接由保險公司肇事原因分析單位自行審核分析

肇事原因，進而後續理賠，故保險公司應強化交通事故現場協助處理機制，

以使當事人權益獲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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