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险法因果关系判定的规则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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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保险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只涉及责任成立的问题，而同责任范围并无关

联。在因果关系能够确定的情形下，应当在类型化基础上适用不同的因果关系判定

规则。前后相继型因果关系是英美法中适用效力标准的主力近因规则的前提。同时

作用型因果关系中，进一步区分同时独立作用型和同时协同作用型两种型态，前者

宜以充分条件为判定规则，后者应以条件说判定因果关系，但由于条件说无法在积

极意义上肯定保险责任的成立，故需结合其他责任判断要件判定保险人是否应承担

保险责任。介入其他因素型因果关系中，应考察介入原因力得否中断先前因果关系

发展型态。在因果关系不明的情形下，应考察当事人对因果关系不明的可归责性，

在此基础上借举证责任解决保险责任承担问题。若双方对于因果关系不明均不具归

责性，法院可根据具体案情判决保险人按照相应比例赔付。保险人责任承担的判断

以保险法因果关系的判断为基础，但仍须结合其他因素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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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一则判例引发的思考

　　谭某为其自有的重型自卸货车在贵港分公司处投保了一份机动车损失保险。保险合同
第４条约定：“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
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碰

撞、倾覆、坠落；……”；第７条约定：“被保险人机动车的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
责赔偿：…… （五）火灾、爆炸、自燃造成的损失……”。后该货车于码头中转站卸货时碰

撞室外高压电线，触电燃烧，该车烧毁。谭某诉请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公司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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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事故为除外危险为由抗辩不应承担保险责任。〔１〕

　　该案一审法院从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保险合同条款解释规则出发，判断保险人是

否应该承担保险责任；二审法院则从保险近因规则的角度，论证保险事故发生的近因乃为

火灾，保险人不应承担保险责任；再审法院仍以近因规则为基础，阐述火灾为触碰高压线

这一前因的必然结果，近因应为碰撞高压线，且此一前因在现实生活中通常亦会导致火灾

的发生，进而认定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同一案件历经三次审判，一审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

似采回避态度，转以在司法实务中被过度使用的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进行处理。纯粹从法

律适用角度而言，这固然无可非议，然此项义务标准过高，司法实践中几乎无法找到保险

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完全不存在问题的情形。即使该案中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履行完全不存

在瑕疵，此处对于因果关系的处理也存在问题。进入二审及再审后，法院则回归因果关系

判断问题，明确适用近因规则，但二审与再审认定的 “原因”却完全相反。二审法院以

“直接”、“决定性”、“有效”、“主导性”、“不可避免”等词语来界定近因规则的内涵，进

而认定火灾为近因。再审中，法院认为火灾是触碰高压线直接的、必然的结果，是前因的

合理延续，进而认定触碰高压线为近因。再审判决还认为：“现实生活中，车辆碰触高压线

是极易引起火灾的”，又对近因以 “相当性”进行检验。虽然司法实务中通说采近因规则，因

果关系似已不成为一项问题，然而透过本案观察，保险法因果关系的判断仍然存在许多疑问。

　　 （二）问题延伸：理论与立法双重困局之求解

　　我国保险法理论界普遍认为，涉及因果关系判断的 “近因原则”为保险法的基本原

则，〔２〕把因果关系判断规则上升到基本原则的层面，并把近因原则作为保险法特有的因果

关系判定规则。自法理层面而言，基本原则毋宁是一般法律思想之表达，〔３〕应具有根本

性、统率性、非规范性、强行性等特征，〔４〕如合同法中的合同自由原则。而近因规则既不

能反映保险法的一般思想，也无法贯穿保险法的始终。再者，自功能论角度而言，基本原

则必须通过下位具体规范体现出来，且不具有裁判功能。〔５〕反观保险法中的近因规则，一

则，无其他具体规则对其予以贯彻和体现，因为近因规则本身即应定位于一类具体规则，

二则，近因规则无疑具有很强的裁判功能，同基本原则的功能具有很大差异。因此，回归

至保险法中，通常所说的 “近因原则”仅为保险法因果关系的一种判定规则，实不能将其

置于保险法基本原则的范畴。另外，近因规则也不是保险法特有的规则，在侵权法等其他

部门法中也多有体现，其不过是英美法中判定因果关系的常用规则而已。

　　我国保险法并未对因果关系的判断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法释 〔２０１５〕２１号，以下简称 “保险法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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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解释三”）第２５条似有触及因果关系不明确时的处理规则：“被保险人的损失系由承保事
故或者非承保事故、免责事由造成难以确定，当事人请求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

可以按照相应比例予以支持。”但其并没有确立正向的因果关系判定规则。

　　我国理论与立法在因果关系判定问题上的认知混乱，造成了前述判例中各级法院对同
一问题迥异的判决结果和理由，严重影响了司法审判的纠纷解决功能和诉讼效率。而且由

于当事人对保险法上因果关系的裁判始终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极大地影响了保险消

费者的权益保护，也不利于保险公司的风险评估和保费收取。本文试图对保险法因果关系

的判断问题进行全面的梳理，在类别比较、学说梳理和类型化分析的基础上，尝试建构我

国保险法因果关系判定的规则体系。

二、保险法因果关系的范围界定和学说

　　 （一）保险法因果关系的范围界定：基于与侵权法因果关系的比较

　　侵权法和保险法中的因果关系为最难以捉摸的法律概念。保险法中的因果关系并非完
全自成一体，而是在参考了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后，进一步予以发展、完善。〔６〕英美法中

适用于侵权法的近因规则同样适用于保险法，大陆法系侵权法的相当因果关系规则亦如此。

但即便保险法与侵权法因果关系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保险法的因果关系判定规则仍明显不

同于侵权法的因果关系判定规则。

　　在大陆法系语境下，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可分为责任成立上的因果关系与责任范围上
的因果关系。〔７〕责任成立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可归责的行为与权利受侵害之间具有因果关

系，发挥着确定责任是否成立的功能。对其考察可划分为两个层次：先探讨条件关系，再

判断该条件是否具有相当性。责任范围上的因果关系是指 “权利受侵害”与 “损害”之间

的因果关系，起着界定责任范围之作用，依循 “相当性”进行判断。〔８〕在英美侵权法中，

因果关系同此类似，主要区分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之所以作此区分，

是由于单纯依靠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可能导致侵权人承担漫无边际的责任，而法律上的因果

关系融入了公共政策的考量，发挥着限制责任范围的作用。不过，英美法系中法律上的因

果关系对责任范围的限制并不被界定在权利受侵害与损害这一阶段。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

层面，法院通常使用 “ｂｕｔ—ｆｏｒ”规则来判断被告行为是否为原告损害的事实原因。〔９〕在此
规则基础上，还发展出实质要素规则来确定相应的事实原因，即存在多个因素时，如果每

一因素均能独立造成相同的结果，则这些因素为事实原因。〔１０〕为应对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将

导致对过于遥远和不重要的结果承担责任，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或者近因规则应运而生。实

际上，“近因”这一概念同因果关系本身并无太大关联，根据美国侵权法理论和实践，其更

·１３１·

保险法因果关系判定的规则体系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参见 ［日］胜野真人：《因果
'

に
'

する一考察》，《保
+

学
;

?》第６３４号 （２０１６年），第２８页。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２１页。
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２２９页以下。
参见冯珏：《英美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０１页；叶金强：《相当因果关
系理论的展开》，《中国法学》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４１页。
ＳｅｅＰｅｔｅｒＮａｓｈＳｗｉｓｈｅｒ，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ｏｒｔａｎｄ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ａｗ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ｅｍｙｓｔｉｆｙｉｎｇＳｏｍｅＬｅｇａｌ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
Ｒｉｄｄｌｅｓ，４３ＴｏｒｔＴｒｉａｌ＆Ｉｎｓ．Ｐｒａｃ．Ｌ．Ｊ．４（２００７）．



应被理解为根据公共政策来限制侵权责任范围的手段。〔１１〕由此可见，两大法系对于侵权法

中因果关系的分析逻辑基本上采取了二分法，责任成立因果关系与事实因果关系更多地涉

及事实判断问题，而责任范围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则关涉价值判断问题。

　　同侵权法有区别的是，保险法中因果关系的判断只在于确定保险责任是否成立，而与
确定保险赔付责任的范围并无关联。这是因为，保险人的责任范围已经事先约定于保险合

同中，无须通过因果关系这一手段进行限定。以机动车交强险为例，只须考虑被保险人所

受损害是否确由承保事故造成，至于各具体损害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则不在考量之内，

因为保险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了应予赔付的损害类型。

　　 （二）保险法因果关系的学说梳理

　　１．条件说
　　如果没有该危险的存在，损害就不会发生，那么该危险就是损害的原因，学说上称为
“ｂｕｔ—ｆｏｒ”规则。〔１２〕条件说能够将对损害发生有影响的因素都纳入考虑范畴，但也导致许
多与结果发生无等价性的条件被视作原因，极大地扩张了保险事故的原因范围。对于保险

人而言，这将使其难以依据大数法则准确测算所承保危险的事故发生率，且在多个条件中

既有承保危险又有免责危险时，无法确定保险人最终是否应该承担保险责任。

　　然而，不妨考虑首先将条件说作为判断因果关系的第一步，不满足条件关系的危险自
然不可能构成原因。原因可被视为一类特殊的条件。其特殊性表现在，这类条件对于损害

发生的作用力更强，同损害结果之间具有更高程度的等价性。然而，正如学者所批评的，

条件说可以被消极地用以排除责任，但却经常由于其过于宽泛以至于不能肯定地加以适用，

以确定责任。〔１３〕因此，条件说仅仅是在确立因果关系这一单一的环节较为简便，而对于确

定保险人是否承担保险责任这一根本问题，仍需依其他规则进一步确定。

　　２．近因说
　　在英国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颁布之前，近因说在英国海上保险中就已被采纳。其内核体
现为，“对于法律而言，判断原因的原因以及其他诱因并不可能；因此，它只需关注于直接

原因，而非更远的因素。”〔１４〕早期往往从时间的角度对近因进行考察，距离损害最近的因

素被视为原因。虽然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第５５条第１项在立法上确认了近因规则，〔１５〕但并
未对近因的含义作出明确说明。因此，近因说下存在不同的判定标准。

　　 （１）时空标准之近因———直接原因说
　　早期的最近因果关系说认为：行为和结果之间有多数条件存在时，应以最后发生的条
件即直接条件作为结果的原因。〔１６〕然而，以时空标准作为认定近因的依据，一则可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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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结果不公的问题，再则在因果关系未呈现一定时间差时无法认定直接原因。〔１７〕

　　 （２）效力标准之主力近因
　　１９１８年，在Ｌｅｙｌａｎｄ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Ｃｏ．ｖ．ＮｏｒｗｉｃｈＵｎｉｏｎＦｉｒ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案〔１８〕中，肖 （Ｓｈａｗ）
法官提出，在效力上最为有效的原因是近因，从而确立了有效近因规则。时至今日，有效

近因规则仍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有效近因规则中 “有效”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基于何种

标准进行准确判断，则仍不明晰。学界大致存在如下学说：〔１９〕第一，常识标准说。该说主

张依据常识及经验确定有效原因。第二，不可避免说。依据该说，只有同损害具有必然且

不可避免联系的危险才可认定为损害的近因。第三，盖然说。该说认为，只要损害发生具

有高度盖然性 （超过５０％），即可认定危险同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常识标准说的本质是
诉诸法官的自由裁量；不可避免说对于因果关系提出了过高要求，极大地限缩了原因范围；

而盖然说中如何测算损害发生的盖然性，亦有不明之处，而且以盖然性来界定近因，似在认

可以事故发生的相当性来判断原因，同下文所述的相当因果关系说趋于一致。

　　我国司法实务界已普遍接受效力标准的主力近因规则。〔２０〕法院对于近因的典型解释
为：只有在导致保险事故的最直接、最有效、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时，

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２１〕

　　由于近因规则来源于英美法，因而，有必要回归到其原始语境中进行分析。在英美法
中，对于效力标准的主力近因规则的界定，法院或学界并未能达成共识。有的法院认为：

“对于效力标准的主力近因的准确理解是，该项原因引发了其他导致损失发生的原因，并与

所发生的一系列损失直接相关。”〔２２〕也有学者支持这一定义，认为按效力标准的主力近因

（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ｃａｕｓｅ）的固有含义，应该限于因果发展进程呈现链状时予以适用，具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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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汤媛媛：《保险法近因原则研究》，吉林大学２０１１年民商法学博士学位论文，第４７页。
Ｌｅｙｌａｎｄ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Ｃｏ．Ｌｔｄ．ｖ．ＮｏｒｗｉｃｈＵｎｉｏｎＦｉｒ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Ｌｔｄ．，［１９１８］Ａ．Ｃ．３５０，３６９（Ｈ．Ｌ．）．
参见大谷孝一：《海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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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の适用について》， 《早
<

田商学》第 ４１５号 （２００８
年），第２４６页。
２００３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 （征求意见稿）》第１９条曾规定：“人民法院对保
险人提出的其赔偿责任限于以承保风险为近因造成的损失的主张应当支持。近因是指造成承保损失起决定性、

有效性的原因。”２０１１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制订的 《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意见 （试行）》

第１４条规定：“如事故是由多种原因造成，保险人以不属保险责任范围为由拒赔的，应以其中持续性地起决
定或主导作用的原因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为标准判断保险人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２０１４年福建省高级人
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制订的 《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规范指引》第 ３条规定：“所谓近因，是指导
致标的物损害发生的最直接、最有效、起决定性作用的原因，而非指时间上或空间上最近的原因。如果近因

属于承保风险，保险人应承担赔付责任；如果近因属于除外风险或未保风险，则保险人不承担赔付责任。”

参见徐建云、陈新民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江宁支公司保险纠纷案，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６）苏０６民终２３４０号民事判决书；昌登鹏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直属
营销服务部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鄂０１民终５３６８号民事判决书；陈加
富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丰县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苏
０３２１民初３３５６号民事判决书；邹城市金海安泰物流有限公司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铜山支公
司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案，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苏０３１１民初１０４４号民事判决书；曲
荣模与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中心支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岛支公司海上、

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鲁民终１５４２号民事判决书。
ＳｅｅＭａｒｋＭ．Ｂｅｌｌ，Ａ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ＭｅｓｓａｎｄａＣａｌｌｆｏｒＣｌａｒｉｔｙｉｎＦｉｒｓｔｐａｒｔｙ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１８Ｃｏｎｎ．
Ｉｎｓ．Ｌ．Ｊ．９６（２０１１）．



体指启动原因。〔２３〕此种主力近因与采时空标准的直接原因相对应。有的法院将近因定义为

“主要原因”。〔２４〕这反映了对于效力标准之主力近因规则的不同认识。随着时间推移，许多

学者及法院将效力标准的主力近因同非呈现链状的因果进程相联系，〔２５〕将其定义为主要原

因 （ｔｈｅ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ｃａｕｓｅ），并称为主力近因规则 （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ｃａｕｓ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２６〕事实
上，主力近因规则的原始适用范围应该限于因果进程呈现链状时，因为只有在此时才存在

明确的效力标准以界定主力近因。而在因果关系并未呈现链状时，以主要原因作为判断标

准应予舍弃，因为在此种情形下无法对 “主要原因”作出有效区分。

　　３．相当因果关系说
　　此说的核心在于，并非从单独的某一个损害事故中考察因果关系的有无，而是将条件
与结果放在一般情形下判断因果关系能否成立，即不仅在特定的具体场合会产生此种结果，

在其他的一般场合也具有发生这种结果的高度盖然性。〔２７〕对于高度盖然性的判断，通常取

决于一般经验。当存在两个条件时，要将这两个条件分别放到其他一般情况下观察损害事

故发生的盖然性，并对盖然性进行比较，以判断哪个条件为原因。〔２８〕

　　在相当因果关系说下，面临这样的问题：当多个条件均满足相当因果关系时，如何处
理多个相当条件之间的关系。在刑法和民法中，固然可将两个相当条件均作为原因，因为

刑法和民法已经在法律上使特定行为人对其所为行为承担一定后果，所有满足相当因果关

系要求的条件均能成为原因，而行为人只需对其行为承担相应责任，但在合同当事人的意

思对因果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保险合同中，则并不一定妥当。〔２９〕

　　我国保险法司法实务中鲜见适用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案件。笔者在北大法宝案例库中进
行检索，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９日，法院以相当因果关系说作为判定因果关系规则的案例仅有
３例。在张玲娇诉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以及张
一等诉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衢州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３０〕中，法院认为，

保险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免责危险同保险事故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故保险人仍应承

担保险责任，似肯定相当因果关系说作为因果关系认定规则。

　　４．自然形成说
　　依据自然形成说，在发生特定损害时，将相应的直接条件暂时作为损害的原因，但如
果在时间上进一步往事故发生之前追溯，存在其他事故 （条件），而依一般情形观察，损害

是该事故 （条件）发展的自然结果，则该事故 （条件）为损害的原因。〔３１〕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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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ＪｏｓｅｐｈＬａｖｉｔｔ，Ｔｈ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Ｋａｔｒｉｎａ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ｏｓｓｅｒ’ｓＦｏｌ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Ｒｅｓｔａｔｅ
ｍｅｎｔｏｆＴｏｒｔｓ：Ｃｒａｃ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ｕｎｄｒｕｍ，５４Ｌｏｙ．Ｌ．Ｒｅｖ．１，７（２００８）；前引 〔２２〕，ＭａｒｋＭ．Ｂｅｌｌ文。
ＳｅｅＳｃｏｔｔＧ．Ｊｏｈｎｓ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Ｃａｕｓ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ｉｎ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ＴｅｎＹｅａｒｓａｆｔｅｒＧａｒｖｅｙ，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６（１９９９）．
参见前引 〔２２〕，ＭａｒｋＭ．Ｂｅｌｌ文，第９６页。
Ｓｅｅ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Ｌ．Ｐｅｒｒｙ，ＷｈｙＦｅａｒｔｈｅＦｕｎｇｕｓ？ＷｈｙＴｏｘｉｃＭｏｌｄｉｓａｎｄｉｓｎｏｔｔｈｅＮｅｘｔＢｉｇＴｏｘｉｃＴｏｒｔ，５２Ｂｕｆｆ．Ｌ．Ｒｅｖ．
２５７，２８０（２００４）．
参见 ［日］加藤由作：《保

+

法における因果
'

の基础理论》，《一桥论丛》第１９号 （１９４８年），第１３６页。
参见前引 〔１９〕，大谷孝一文，第２５５页。
参见前引 〔２７〕，加藤由作文，第１３７页。
参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台椒商初字第１２５１号民事判决书、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衢
柯民初字第３３７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前引 〔２７〕，加藤由作文，第１４２页。



　　自然形成说同近因说具有很强的相似性。但不同的是，自然形成说追溯到最初的原因
时，不仅将最初的原因放在该个案中考察，而且置于一般情况下观察其是否自然而然地产

生损害结果。自然形成说在近因说的基础上，将传统的近因说认定的原因再经相当因果关

系的检验，可谓近因说和相当因果关系说的混合体。

　　我国司法实务中未见自然形成说广泛适用。然在本文开篇所举案例中，再审法院在依
据近因规则确定近因之后，又认为碰撞高压线此一近因在现实生活中极易引起火灾，从而

对近因加之以相当性的检验，似乎在无意之中对该学说有所涉及。

　　５．近因补充相当因果关系说
　　有学者认为，如果多项条件促成了某一结果的发生，但只有一项条件满足相当性的要
求，则该相当条件即为该结果在法律上的原因；反之，如果存在多项条件满足相当性的要

求，则应辅以近因规则进行原因判定，认定其中最具效力者为原因。〔３２〕

　　近因补充相当因果关系说同自然形成说具有相似之处：二者均通过相当条件与近因的
结合进行因果关系的判断。然不同于自然形成说的是：该说以相当条件作为主要判断标准，

而在相当条件对于因果关系的判断出现漏洞时，适用近因说填补漏洞。

　　６．比例因果关系说
　　依据上文所述之因果关系理论进行判定时，仅产生两种结果：要么有因果关系，要么
无因果关系，此时将产生保险人保险责任 “全有”或 “全无”的结果。而比例因果关系说

主张根据各个条件对于损害发生的作用力来判断因果关系，而非对因果关系绝对二元化。〔３３〕

依据该说，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虽会为了确定每个危险的原因力比例而增加成本，但此成本只

是短暂性的，相比传统的仅产生 “全有———全无”结果的因果关系判定规则而言，其成本要

小得多。由于没有必要从多个原因中挑选出一个作为原因，从长期来看将减少诉讼成本。〔３４〕

　　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已有法院在裁判中适用比例因果关系说。在鲍军勇、鲍少华和鲍
小琴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３５〕中，投保人为被保险

人投保了 “国寿个人综合意外伤害保险”。在承保期间，被保险人死于自家床上，面部贴于

枕头上。后经鉴定认定，被保险人符合 “因癫痫病发作口鼻部位受压无法自救致机械性窒

息”导致的死亡。保险人认为，此系被保险人自身原因所致死亡，故不负保险责任。被保

险人家属则认为，此属于意外死亡。一审法院认定，被保险人死亡的原因为癫痫病，非属

意外伤害保险承保范围。二审法院对于原因事实与保险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则认定为：俯

卧于床致口鼻受压及癫痫病发作两者共同导致被保险人窒息死亡，两者的事故原因力相当，

各占５０％。前者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意外伤害事件，保险人应当为此给付保险金，后者是
被保险人自身原因，保险人无须为此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在此案中，二审法院认为，

癫痫发作与口鼻受压为独立的两个因素，二者同时发挥作用致被保险人死亡，因此根据两

个因素的原因力大小来确定因果关系及责任承担份额。然而，此案能否如此适用比例因果

·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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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朝国：《保险法逐条释义》第１卷，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版，第７８５页。
参见沙银华：《日本保险经典案例评释》，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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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参见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珠中法民二终字第１５４号民事判决书。



关系规则，还是存在疑问的。保险合同虽有其特殊性，然仍未脱离民事合同的范围，若当

事人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则约定当属有效。在免责危险构

成损害发生的必要条件时，法院置保险合同责任承担条款的约定于不顾，而径直适用比例

因果关系规则，排除保险合同当事人的约定，并不妥当。

三、类型化视野下的保险法因果关系判定规则

　　按照保险事故发生的地点，可将保险分为陆上保险与海上保险。我国有学者认为，应
区分海上保险与陆上保险分别适用因果关系判定规则。首先，“海上保险合同是一种较为严

格的 ‘限定性赔偿合同’，保险人的赔偿责任范围，不能是保险标的发生的全部损失，而是一

定范围内的原因危险 （即所谓 ‘承保风险’）造成的某些损失 （即所谓 ‘承保损失’）。”〔３６〕

其次，海上风险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多项原因共同竞合造成保险事故的情况较为常见，

而在陆上保险中，保险标的所面临的风险并不如海上风险一般复杂。再者，海上保险与海

上运输属于高度国际化领域，在海运及海上保险实务中早已形成类如近因规则等诸多国际

惯例，相反，在陆上保险中，因果关系的判断较少受国际惯例的影响。因此，在海上保险

领域，应依国际保险惯例，以近因规则处理因果关系问题；而在陆上保险中，可以民法学

界所采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来判定因果关系。〔３７〕

　　笔者认为，并无必要区分陆上保险与海上保险分别适用保险法因果关系判定规则。理
由如下：第一，以承保危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来区分海上保险与陆上保险的因果关系判定

规则并不恰当，因为陆上保险承保的危险状况并不一定比海上危险更为简单。第二，基于

对价平衡原则及保险精算的要求，保险人仅对于特定危险引发的损失负担给付保险金的义

务。这并不因陆上保险或者海上保险而有所差别。第三，陆上保险中近因规则对于因果关

系判断的影响程度并不亚于海上保险，而海上保险中是否存在含义明确的近因规则这一国

际惯例也是存在疑问的。因此，无论在陆上保险还是海上保险，在保险事故原因的判定问

题上，均应根据不同的因果关系发展型态确定相应的判定规则。

　　 （一）前后相继型 （链型）因果关系

　　此类型案件中，通常为最初危险引发后一危险，而后一危险促成损害的发生，因果关
系呈现为链状。〔３８〕在前后相继型因果关系中，对于保险事故原因的判断应适用何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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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以顺：《保险近因原则之 “近因”概念内涵探析》，《保险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５期，第８１页。
参见叶启洲：《保险法实例研习》，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１７页。邢海宝认为：鉴于近因原则
在海上保险领域得到各国广泛承认，因此在海上保险，可以继续借鉴或者通过立法引进英美法的近因原则。

但是，将海上保险中通用的近因原则适用于非海上保险，对被保险人过于严格，不符合保险双方地位的实际

状况，也不符合保护被保险人的立法宗旨。因此，非海上保险应当采纳相当因果关系说。参见邢海宝：《论保

险法上的因果关系》，《保险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１１５页。江朝国也持相似观点：目前民法上有因果关系
之理论所适用之 “适当条件说”（又称 “相当因果关系说”），原则上亦可适用于保险法上，但只限于陆上保

险之范围。于海上保险，基于损害原因之复杂多样性，以 “效果上最近因果关系说为妥当”。参见江朝国：

《保险法基础理论》，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０年版，第４２６页。
除本文开篇所举案例外，类似案例还有岳崇前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睢宁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上

诉案，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徐商终字第０２０８号民事判决书；上海杨浦汽车运输一队与中国
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沪二中
民六 （商）终字第１３４号民事判决书。



学者间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最有效的方法为采用比例因果关系规则，因为该规则能够

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合同当事人对承保范围的合理预期，并且可能起到削减诉讼成本的作

用。〔３９〕也有学者主张依主力近因规则，将启动原因作为近因。〔４０〕另有学者认为，在因果关

系链中的最初原因过于遥远时，主力近因规则不应被适用，直接原因规则也不能适用于所有情

形，尤其是在其与合同当事人缔结保险合同的目的和合理期待相悖时。合理的做法为，允许法

院根据具体情形适用直接原因规则或主力近因规则。〔４１〕笔者认为，在保险法因果关系进程

为前后相继型时，应将以主力近因为标准的启动原因作为保险事故发生的原因，理由如下：

　　首先，在前后相继型因果关系中采用比例因果关系规则并不妥。以实务中出现较多的
暴雨导致发动机进水案为例，此类案件并不能确定暴雨导致发动机损害的原因力比例。事

实上，如果不存在其他介入因素，效力标准的主力近因为暴雨此一突发性天气，理应由保

险人承担保险责任。而且，如果承认主力近因标准的启动原因推动了因果链进程的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讲，启动原因对于损害的发生就具有１００％的原因力，即使采比例因果关系规
则，最后得到的结果同采主力近因标准并不会存在差别。

　　其次，如果根据案件具体情形并以不同标准来判断保险事故发生的原因，将因果关系
的判断问题完全交由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将使保险法因果关系之判断徒增不确定性。更

为重要的是，根据不同案件情形选择适用主力近因规则或直接原因规则，本质上是根据保

单承保范围来选择保险事故的原因。如果对保单承保范围予以解释，则法院或者尽可能将

承保危险解释为原因，以满足被保险人的索赔要求，或者如果某一案件中并不存在被保险

人的合理期待，则法院更可能将免责危险认定为原因。这一做法将保险因果关系的判断问

题与保险人保险责任的承担问题相混淆。

　　最后，在英美法语境下，适用效力标准的主力近因规则的前提为因果关系发展进程呈
现为前后相继型，效力标准的主力近因即为启动原因。长期以来，许多分析将主力近因规

则不加区分地适用于所有存在多因的案件中。〔４２〕事实上，多因案件包括了前后相继型以及

同时作用型等多种类型。在同时作用型因果关系案件中，效力标准的主力近因无法有效界定。

　　 （二）同时作用型 （非链型）因果关系

　　同时作用型因果关系，指多个独立因素同时发挥作用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其分为两
个类型：（１）同时独立作用型因果关系，指多个因素相互独立且均能单独导致损害的发生；
（２）同时协同作用型因果关系，指多个因素需结合起来共同作用才能导致损害的发生，每
一单独危险不能独立导致损害发生。

　　对于同时独立作用型因果关系的认定，保险法学界并无分歧，即以充分条件作为判断
标准，如果承保危险构成损害发生的充分条件，保险人需对此承担全部保险责任；否则，

保险人不需承担保险责任。〔４３〕而对于同时协同作用型因果关系的判断，存在不同观点。有

学者认为，各个危险均为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则应直接认定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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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宁：《保险法因果关系论》，《中外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８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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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评估多个原因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大小的困难。〔４４〕不同观点认为，如果承保危险

与免责危险均不能单独造成损害，则应该判断哪一项危险为主要原因。〔４５〕

　　对于同时协同作用型因果关系，在原因的确定层面，宜以条件说为判定规则。第一，
上述第一种观点并没有明确指明如何判定因果关系，而是径直在责任成立问题上作出判断。

第二种观点又难免同主力近因规则相混淆，而且在各个危险均构成损害发生的必要条件时，

确定主要原因并不可行，因为各个必要条件的等价性决定了不可能区分出主要原因。第二，

由于各危险构成损害的必要条件，缺少其中一项，因果关系则不成立，故应认可所有必要

条件作为一个整体构成损害发生的原因，这实际上是以条件说作为原因的判定标准。第三，

虽然条件说有其固有缺陷，无法单独作为责任成立的判断依据，但这并不妨碍其与其他责

任成立判断要件结合起来。在此意义上讲，条件说本身作为因果关系认定之准则并无缺陷，

只是在责任成立的判断问题上存在不足，而责任成立的判断亦非因果关系单独所能够承载

之重任。因而，在保险人是否需承担保险责任问题上，还应该依据除外不占优势等包含价

值判断的责任判定规则进行分析。

　　 （三）介入其他因素型因果关系

　　介入其他因素型因果关系为前后相继型因果关系的变型，即在一个危险引发损害的过
程中，非前因自然延伸后果，而是其他力量意外介入引发损害的过程。也有学者将其他因

素称为插因。〔４６〕介入型态分为两类：一是后因完全切断前因对标的物体的原因力影响，独立

发挥致害作用，此时前因从致害因果链上脱离；二是后因未切断前因的原有影响力，而是结合

前因的影响力，共同致害。〔４７〕在介入其他因素型因果关系案件中，首先应识别最先发生的

危险。〔４８〕其次确定介入因素是仅增加原损害程度还是引发新的损害。如果仅增加原损害程

度，那么该增加的损害能否理赔取决于在先损害的性质；如果引发新的损害，那么法院应该重

新分析该后续原因属于承保事项抑或除外事项，以决定该新损害可否获得理赔。〔４９〕作为前后

相继型因果关系的变型，介入其他因素型因果关系的判断主要也应采效力标准的主力近因

规则，同时需在判断介入因素对于之前的因果关系发展链的影响的基础上进行判定。

　　１．原有因果关系链完全中断
　　如果介入因素对损害的发生具有现实性、支配性和决定性，完全中断了之前的因果链，
则介入因素取代前因成为导致损害的主力近因。这同前后相继型因果关系中原因认定的原

理是相似的，也并未创设新的保险事故原因判定规则，只是此时因果链的发展进程的源头

止于介入因素。

　　２．原有因果关系链未中断
　　在原有因果关系链未中断的背景下，要区分两种情形：第一，介入因素产生了新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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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而原本的因果链最终也产生了损害，且该损害同新的损害是可分的。例如，地震造成

房屋墙体损害，后因发生火灾致使房屋屋顶受损，此时房屋虽然作为一个整体发生了损害，

但损害具有可分性。第二，介入因素连同原有因果链共同造成损害。例如，地震导致房屋

地基下陷，后介入暴雨这一因素，暴雨与地震共同发挥作用，致使房屋倒塌。表面看来，

地震仅产生房屋地基下陷这一损害后果，但对于房屋倒塌这一因果链上的最终损害后果而

言，地震一直在发挥其作用力。

　　严格来讲，第一种情形并非介入其他因素型因果关系，因为在此种场合下，实际上存
在两条因果链，且各个原因均对应于特定的结果，只不过由于标的物具有同一性，才将这

种情形纳入。对此两条因果链中保险事故原因的判断，遵循前述前后相继型因果关系的判

定规则即可。后一种情形与同时协同作用型因果关系具有相似性，介入因素实际上与前因

共同对损害施加原因力影响。因此，保险事故原因的判断宜遵循同时协同作用型因果关系

中的原因判定规则，即依据条件说认定前因与介入因素均为保险事故的原因。值得注意的

是，在损害不可分的场合下，由于可能存在已经发生的损害，对此部分损害，应同最终的

损害进行区别。以上述地震与暴雨造成损害为例，在暴雨这一因素介入之前，事实上地震

已经导致了房屋地基下陷的损害，暴雨这一介入因素并未对已经发生的损害产生作用力，

对此部分可予以区分的损害的原因宜单独进行判断。

四、保险法因果关系不明的处理

　　保险法因果关系不明属于事实真伪不明的一种情形。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形下，对于
审判机关而言，存在以下可能的应对措施：拒绝裁判、驳回起诉、不予受理、调解解决、

按心证的比例作出裁判、推迟作出裁判、降低证明标准、运用举证责任作出裁判。〔５０〕也有

学者归纳出了更多处理方式：驳回起诉或推迟裁判、依据法律对 “真伪不明”情形的明文

规定处置、不负举证责任当事人的事案阐明义务、表见证明和大致推定、反证提出责任、

法律上的推定、通过比例判决、法官自由裁决、证明妨碍、和解、降低证明标准、举证责

任转移等。〔５１〕在我国司法实践层面，对于保险法因果关系不明的处理，主要存在以下几种

方式：运用举证责任作出裁判；举证责任转移；适用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规范。此外，在

司法解释层面，“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 ２５条事实上也对此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只是其
适用范围仅限于人身保险。本文主要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采取的具体措施展开讨论。

　　 （一）运用举证责任作出裁判

　　运用举证责任作出裁判，是指当争议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法官视举证责任的归
属作出裁判。如果该事实属于原告负举证责任的法律要件事实，就判决原告败诉；如果该

事实属于被告负举证责任的法律要件事实，就判决被告败诉。〔５２〕

　　此种处理方式在我国现行司法解释中有所体现，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的若干规定》（法释 〔２００１〕３３号）第７３条第２款规定：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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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高桥宏志：《民事诉讼法：制度与理论的深层分析》，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５６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５０〕，李浩文，第１１０页。



议事实难以认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司法实务中，部分

法院即采取此种处理方式。例如，在肖月超、陆美霖等与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５３〕中，法院认为：“陆沛兴死因不明，被上诉人仅能证

明陆沛兴在上诉人处投保了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期间陆沛兴死亡，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陆

沛兴系遭受 ‘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意外伤害事故而死亡，因此，被上

诉人请求上诉人承担给付意外伤害保险金的保险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二）举证责任转移

　　保险金请求权人向保险人请求保险赔付时，若保险事故发生的原因无法明确，部分法院也
通过举证责任的转移来解决因果关系不明问题。例如，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市分公司与深圳市暖洋洋时装有限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５４〕中，法院以被保险人

对车损原因提供了初步证明为由，认定保险人 “应该有比被保险人更专业的查勘能力进一步

核查事故发生的性质和原因。但是，从形式上，上诉人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实施进一步

查勘的任何举措”。因此，保险人以事故原因无法查明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依据不足。

　　法院之所以认定保险人负有对保险事故发生原因的举证责任，很重要的考量在于，保
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能及时履行保险事故核定义务，以查明保险事故的原因。〔５５〕换言

之，法院认为保险人负有证据保存的义务，当保险人未能履行此项义务致使无法查清保险

事故的原因时，将面临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这似乎又能在现行实证法层面寻找到支撑点，

保险法第２３条即规定了保险人对保险事故的及时核定义务。〔５６〕但是，保险人违反此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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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贵民二终字第３３６号民事判决书。类似案例还有：宁端玉
等诉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聊城市阳谷支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案，山东省阳谷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阳商初字第９１号民事判决书；谭海苏等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柳江支公司意外伤害保险
合同纠纷案，广西壮族自治区柳江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桂０２２１民初２９９３号民事判决书；徐善平与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苏 ０６
民终５２７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深中法商终字第 １８７７号民事判决书。在猝死类案件中，若被保险
人已被安葬，其死因无法确定，有部分法院即通过举证责任转移来处理这一问题，以 “保险人举证不能”为

由判决保险人败诉。参见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封中心支公司与澳洲联邦银行 （兰考）村镇银

行有限责任公司保险纠纷上诉案，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汴民终字第２４５号民事判决书；新华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公司与彭志杰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鄂襄阳中民三终字第００６９３号民事判决书；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阳中心支公司与刘敏
等保险纠纷上诉案，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川０６民终１２０２号民事判决书。
如在彭春梅、朱燕珍、朱蓉与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桃源县支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

为：“在保险期内，朱某某与他人发生冲突后倒地身亡，保险公司认为朱某某是猝死，不属意外伤亡，但无证

据证明朱某某的死亡原因，在接到报案后，既未进行尸检、也未通知死者家属保存尸体以备尸检，致使死者

尸体被安葬，无法查明死者的死亡原因，因此，保险公司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参见湖南省桃源县

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湘０７２５民初５０２号民事判决书。其他类似案例，参见冯梅贞等诉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肇庆市中心支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案，广东省广宁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粤１２２３民初１５６９号
民事判决书；许春燕等诉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心支公司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案，江苏

省启东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苏０６８１民初８６１６号民事判决书。
保险法第２３条第１款和第２款：“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
时作出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

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

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

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



产生的后果是，“除支付保险金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如果

将及时核定义务的规定解释为举证责任的分配，该条就不应再直接规定保险人违反义务所

产生的给付保险金并赔偿损失的后果，因为保险人未尽举证责任并不会导致其向被保险人

或受益人赔偿损失责任的发生。

　　在保险因果关系不明案件中，对保险事故原因的举证责任存在于保险金请求权人一方，
此时，如果保险人故意或过失未能履行保险事故的及时核定义务，将导致保险金请求权人

举证的困难。〔５７〕在民事诉讼法上，这构成了证明妨碍，即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由于

故意或过失行为造成负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举证困难或举证不能，从而使得案件事实处于

真伪不明状态。〔５８〕在理论层面，证明妨碍可能引发的法律效果之一即为举证责任的转移。

笔者认为，保险人的此种故意或过失行为可被解释为证明妨碍行为。一则，自举证责任分

配的一般法则而言，保险人并不负有对保险事故发生原因的举证责任，因此满足主体条件；

二则，虽然实践中保险人不履行及时核定义务的主观状态通常并不表现为故意，而至多只

能认定为过失，但过失亦满足证明妨碍的主观要件；再者，证明妨碍行为直接导致了保险

金请求权人一方举证不能的结果，满足证明妨碍的客观要件。〔５９〕

　　 （三）依实体法规范作出裁判

　　保险事故的原因往往决定着保险人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在保险合同中，对于原因之
约定往往表现为免责条款。当保险事故发生的原因无法明确时，保险法规定的保险人对免

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也成为解决路径之一。例如，在王东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莱芜中心支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６０〕中，保险合同明确约定，不明原因产生

火灾所致损失不予赔付。法院以 “保险人未对免责条款尽到说明义务”为由，认定此免责

条款不生效力，进而判决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所受损失予以赔付。再以意外伤害保险中的猝

死为例，猝死在实践中往往被明确约定为保险人的免责事由。而当被保险人死亡原因不明

时，有的法院以保险人未尽到对猝死这一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为由，判决保险人承担

保险责任。〔６１〕在保险法因果关系能够确定时，如果保险人未能向投保人尽到免责条款的明

确说明义务，此时法院尚可认定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那么在保险法因果关系无法明确时，

法院也可作相似处理。但由于保险法对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规定存在瑕疵，这种过度理

想化的设计被学者批判，在司法实践中也被证明是失败的。〔６２〕是故，在保险法因果关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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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法因果关系判定的规则体系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如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封中心支公司与澳洲联邦银行 （兰考）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保险

纠纷上诉案中，法院认为：“太平洋财险开封中心支公司并无证据证明其在接到报案后通知投保人家属保全尸

体，以备尸检，致使死者尸体被安葬，无法查明死者的死亡原因。”参见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汴民终字第２４５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前引 〔５１〕，高桥宏志书，第４６５页；张卫平：《证明妨害及对策探讨》，载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
第７卷，中国检察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５７页。
关于证明妨碍的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参见毕玉谦：《民事诉讼证明妨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２７页以下。
参见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临商终字第６８０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杨玉蓉、杨建华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当阳市支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案，湖北省当阳市人民法

院 （２０１５）鄂当阳民初字第０２２６５号民事判决书；姚风先、杨志芹、姚梦宇、姚梦冉与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淮南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田民二初字第
００１２３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马宁：《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批判》，《法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１０２页。



明时，诉诸于保险人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似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根据相应比例作出裁判

　　 “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２５条确定了 “按照相应比例予以支持”的基本规则。在司法

实践中，已有法院按此进行裁判。例如，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襄阳中心支

公司与枣阳市七方镇初级中学保险合同纠纷案〔６３〕中，法院认为，由于目前已经不具备尸体

检验条件，乔某某死亡原因无法查清，本院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保护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

的合理期待，避免一方以不合理的方式导致对方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适用 “保险法司法解

释三”第２５条的规定，由保险人和被保险人按照相应的比例分担被保险人向乔某某家属支
付的工亡赔偿金５７６８８０元。
　　从文义出发，对 “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 ２５条可有两种理解：其一，损失系承保事
故、非承保事故、免责事故中至少一项造成，但不能确定何者系原因；其二，损失系由承

保事故同非承保事故或免责事故共同导致，但不能确定各事故的原因力。然而，无论哪种

理解，因果关系层面 “比例”的确定均不可能。

　　 （五）多种处理措施的比较分析

　　在保险法因果关系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运用举证责任作出裁判符合客观证明责任的
要求，但在结果层面难谓公平合理，尤其若真伪不明无法归责于保险金请求权人时。当保

险人存在类似证明妨碍的行为时，保险金请求权人举证不能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可归责于

保险人，通过举证责任的转移可以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法院诉诸于保险人免

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从法律适用角度而言固无问题，但似有回避问题本质的倾向。此

外，在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不存在问题的场合下，法官也无法诉诸于保险人免责条款

的明确说明义务。

　　以上处理方式最终都将导致保险人保险责任 “全有或全无”的结果，而根据相应比例

作出裁判可避免这一结果的产生。虽然因果关系不明的情形之一即为原因力比例无法明确，

此时似乎不存在明确的标准以确定相应比例，最终实质上是由法官自由裁量。但此种处理

方式仍具备合理性：在不同的案件中，若当事人对于原因的举证未达到相应证明标准，法

官可根据具体案情确定各类原因发生的可能性，然后判决保险人按相应比例予以赔付，最

终保险人与保险金请求权人合理分担因果关系不明的风险。

　　综上，笔者认为，在保险法因果关系处于不明状态时，不宜采取某一单一的处理方式。
第一，在保险金请求权人因过错致使因果关系无法明确时，〔６４〕应当认定保险金请求权人举

证不能，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第二，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金请求权人履行了及时通

知义务或提供了初步证明资料，则此时保险人应在合理时间内对保险事故进行核定。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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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鄂０６民终２０５２号民事判决书。类似案例还有麦耀荣与麦植尧、麦
志刚等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案，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粤 ０１１５民初 １７２０号民事判决书。
在该案中，法院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麦某某的摔倒是造成其死亡的直接原因，亦无法排除麦某某脑出血

死亡是由于摔倒造成，但麦某某确实在摔倒后短时间内就死亡。依照 “保险法司法解释三”第２５条的规定，
结合本案实际及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本院酌情认定由太平洋人寿保险番禺中心支公司向五原告赔付案涉保

险合同的意外身故责任限额１０万元的５０％即５万元。
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情形为：在意外伤害保险中，保险金请求权人明确拒绝保险人进行尸检，以致无法查明被

保险人的死亡原因。



保险人未履行此项义务致使因果关系无法明确，使得保险金请求权人在诉讼进程中陷入举

证不能的困境，则应使保险人负有对保险事故原因的举证责任。〔６５〕第三，如果因果关系不

明既不可归责于保险人，又不可归责于保险金请求权人，则应授权法院根据具体案情判决

保险人按相应比例赔付，避免 “全有或全无”结果的产生，以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五、“归因”与 “归责”：保险法因果关系层次厘清

　　保险法中的因果关系仅包含责任成立上的因果关系，然而，责任成立上的因果关系同

责任成立的判断是存在区别的，前者只是后者的考虑因素之一，二者并不能等同。正如保

险法学者所言，对于保险合同争议而言，以下四个因素应该予以区别：保险合同的承保条

款、所发生的事件、损失或损害、事件和损失之间的连接器。因果关系限于事件同被保险

人所遭受损失之间的连接器，而许多关于因果关系的讨论不仅涉及事件同损失之间的因果

关系，也包括了承保条款同事件之间的关系。尽管在案件中的分析混淆了这些关系，但它

们应有所区别，承保条款同事件之间的关系是保险人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６６〕

　　在保险法中，“归因”解决的是事实层面上某危险同保险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果关
系要件确立后，应考察造成保险事故的原因可否 “归责”于保险人。当然，此处的 “归责”

不具有刑法中 “归责”所具有的惩罚性，其更多地体现为是否应在意思自治、对价平衡、

合理期待层面，由保险人承担保险赔付责任。因此，“归因”与 “归责”的区分实质上遵循

了事实与价值二分的基本逻辑，如果不作此区分，保险法因果关系问题的讨论将会陷入事

实与规范相混杂的窘境。

　　需明确的是，保险人保险责任的成立不仅依赖于因果关系这一项标准，还需结合因果
关系之外的责任判断要件进行确定。〔６７〕这包括除外占优势规则、帕特里奇规则、合理期待

规则等与责任成立相关的合同解释规则。

　　 （一）除外占优势规则

　　除外占优势规则，是指当一个损害结果是由多个原因所造成时，即便大部分原因属于承
保事项，只要其中一个原因属于除外责任范畴，则保险人对整个损失就不承担保险责任。〔６８〕

除外占优势规则本身并不构成一项因果关系判定规则。这是因为，该规则并未真正在因果

关系层面上考察危险同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而是在因果关系成立的基础上，在责任成立

层面上确定保险人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因此，适用该规则的前提即为确认免责事由同保

险事故之间的因果关系。即使造成保险事故的仅为免责事由，也不意味着该免责事由同保

险事故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只是保险合同当事人预先以除外条款排除了保险人的保险金给

付义务。

　　在多个条件结合共同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案件中，无法以效力标准确定一个主力近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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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因果关系的判断不能借助于主力近因规则。此种情形下，实际是以条件说为因果关系

判定标准。而除外占优势规则就在于弥补无法单独通过条件说确定保险人保险责任是否成

立的缺陷。因此，除外占优势规则同近因之内在逻辑呈现背离状态，这也印证了主力近因

规则在此种情形下无法适用。

　　 （二）帕特里奇规则

　　帕特里奇规则来源于 ＳｔａｔｅＦａｒｍＭｕｔｕａｌ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Ｉｎｓ．Ｃｏ．ｖ．Ｐａｒｔｒｉｄｇｅ案。〔６９〕在该案中，
被保险人在驾车外出打猎过程中，由于驾车过失，再加之枪支被设置为 “一触即发”的状

态，其枪支意外走火，射伤了他的朋友。而按照被保险人投保的住家保险合同约定，使用

机动车导致的损失属于保险人免责事由。在该案中，加州最高法院采取了帕特里奇规则：

在共同作用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多项条件中，只要存在承保危险，则保险人须承担保险责

任。帕特里奇规则是同除外占优势规则相反的一类责任判断规则，是在确认了承保危险同

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所适用的判断保险人保险责任最终是否成立的规则，

而非纯粹的因果关系认定规则。此后，加州法院逐渐将其适用范围由责任保险扩大到财产

保险中。〔７０〕

　　但许多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认为该规则的适用范围应当极其有限。尤其是在一般财
产保险中，该规则并无适用空间。因为在财产保险中，责任范围完全取决于合同约定，此

种责任范围的约定常以因果关系条款表现出来。〔７１〕在某一原因构成除外危险而另一原因构

成承保危险时，按照合同约定，此时除外危险占优，保险人不应承担保险责任。然而，责

任保险的情形较为复杂，保险人需对被保险人针对第三人的赔偿责任承担保险责任。这意

味着，在某种意义上，被保险人能否得到保险人的赔付，同侵权责任是否成立有着密切关

联。〔７２〕换言之，此时只要被保险人所应承担的责任落在保险合同承保范围之内，保险人就

应对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此外，责任保险通常还发挥着救济受害人的作用。〔７３〕如果否认

帕特里奇规则可适用于责任保险，受害人所能获得的保障将会大为降低。〔７４〕在之后的 Ｇａｒ
ｖｅｙｖ．ＳｔａｔｅＦａｒｍＦｉｒｅ＆ＣａｓｕａｌｔｙＣｏ．案中，加州最高法院明确了帕特里奇规则仅能适用于责
任保险。〔７５〕

　　此外，按照帕特里奇规则，导致损害发生的多个条件之间必须满足 “独立性”的要求，

即两个条件不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７６〕这也印证了前文所提到的观点：在因果关系类

型未表现为前后相继型时，无法以主力近因规则作为判定规则，甚至无法借助因果关系来

判断保险责任成立与否，而必须寻求其他责任判断规则，帕特里奇规则即为此类规则，只

不过其适用范围限于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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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合理期待规则

　　该规则最早由卡多佐大法官在著名的Ｂｉｒｄｖ．Ｓｔ．ＰａｕｌＦｉｒｅ＆Ｍａｒｉｎ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案〔７７〕中
予以阐述：在决定保险承保范围争议中的近因时，应考虑到合同当事人的合理期待，近因

的一般定义并不能有太多帮助，我们遵循的指导是一般的商人在签订合同时所抱有的合理

期待及目的，至关重要的是他的意图及推测出来的表达。依此规则，问题不在于考虑原因

为何，而在于原因应该为何。合同当事人的合理期待，与合同解释紧密联系。〔７８〕因此，应

从合同解释的视角探寻某一危险所导致的损害是否属于承保范围。在此规则下，法官需往

返于事实与约定之间，将事实放入保险合同中，并依据保险合同条款探寻当事人对于真实

原因的约定。

　　合理期待规则在于通过保险合同解释，探求双方当事人的真意，以决定保险人是否应
该承担保险责任。因而，合理期待规则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价值属性判断，与保险因果关系

并无关联。但是，这并不妨碍特殊情形下在确定保险人是否承担保险责任时，以当事人的

合理期待作为判断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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