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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中提出,补偿型

医疗保险合同中,保险人理赔后可行使法定代位权。 根据司法解释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立法法原则,最
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补偿型医疗保险代位权规则与我国现行保险法的规定相左。 为解决这一问题,在补

偿型医疗保险中可以适用约定代位权,这不仅避免了与保险法直接产生冲突,而且用约定代位权的方式

引入当事人意思自治,较法定代位权适用更灵活。 应采用补偿型医疗保险约定代位权规则来实现与保

险法的衔接,以弥补我国现有保险法规定中存在的补偿型医疗保险禁止保险代位追偿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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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补偿型医疗保险与医疗保险

　 　 所谓医疗保险,是指保险人以保险合同约

定的医疗行为的发生为支付保险金条件,为被

保险人接受诊疗期间的医疗费用支出提供保障

的保险。 通常,医疗保险包括健康保险中的疾

病医疗保险和伤害保险中的伤害医疗保险,其
保障范围是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因疾病或

意外伤害所需进行的医疗行为。 医疗保险的保

险责任是被保险人在接受诊疗期间所支出的医

疗费用,包括住院费、诊疗费、检查费、手术费、
医药费、护理费、残疾辅助器具费和医院杂费

等。 根据被保险人因疾病和意外伤害而进行医

疗取得保险金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医疗保

险可以划分为补偿型医疗保险和定额给付型医

疗保险。
所谓补偿型医疗保险又称为费用补偿型医

疗保险,是指根据被保险人因疾病和意外伤害

而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支出,按照保险合同约

定的标准确定保险金赔偿数额的医疗保险。 在

补偿型医疗保险合同项下,若被保险人实际发

生的医疗费用已经从第三方处获得补偿,保险

人仅补偿其差额部分;若被保险人由多家保险

人承保,各保险人则根据约定比例分摊保险金。
补偿型医疗保险的保险金赔偿金额不得超过被

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金额。 补偿型医疗



保险与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的区别为:补偿型

医疗保险为事后补偿,即根据被保险人实际发

生的医疗费用计算保险赔偿金额,在治疗行为

结束后进行补偿;而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则是

一旦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事项即给付保险金

额,无需在治疗行为结束后凭相关资料索赔,因
为给付型医疗保险又称为费用给付型医疗保

险,是指在约定的疾病或伤害发生后,保险人按

照约定的数额给付保险金的医疗保险。
因补偿型医疗保险能够根据被保险人实际

发生的医疗费用计算保险赔偿金额,能够使有

限的医疗保险保障基金得到最大化的运用,所
以英、德、法、日等国家多以补偿型医疗保险作

为其社会医疗保险的险种,同时他们的商业健

康保险(或医疗保险)所提供的是补充医疗保

险,包括补偿型医疗保险和给付型医疗保险两

种险种,①如德国的商业补充医疗保险险种主

要有:补充性门诊保险、护理保险、收入损失补

偿保险和住院日额津贴保险等。② 美国虽没有

建立社会医疗保险,但其医疗保险计划是以商

业保险方式运行。 美国的商业医疗保险计划是

以补偿型医疗保险方式确立的,其主要险种为

医疗费用险、长期护理险和伤残收入损失险等。
在其综合医疗保险中,保险人提供全面的健康

护理保障,包括住院费、门诊费、治疗费、诊断

费、特别治疗费(包括物理治疗、放射治疗)以

及处方药费。 在其大宗医疗费用保险中,其保

障范围是全部医疗费用在扣除免赔额和共保额

后计算出的补偿金额;近年来,对于住院费、医
生的诊断费和出诊费多取消了免赔额和共保额

的规定,手术费在不高于正常费用标准时也实

报实销。③

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包括疾病保险和意外

伤害保险,其中以被保险人因疾病或意外伤害

而发生的医疗费用为保险责任范围的保险就是

医疗保险。 我国保监会在《健康保险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中规定,“费用补偿型

医疗保险是指,根据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医疗

费用支出,按照约定的标准确定保险金数额的

医疗保险,其给付金额不得超过被保险人实际

发生的医疗费用金额”。 而且在该《办法》中还

规定,“健康保险是指保险公司通过疾病保险、
医疗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等方

式对因健康原因导致的损失给付保险金的保

险”。 上述规定是试图用重新定义的方式,将
被保险人因疾病和意外伤害“实际发生的医疗

费用支出”视为“因健康原因导致的损失”,从
而将损失补偿原则作为保险人承担医疗保险责

任的依据。 在该《办法》中也对给付型医疗保

险的定义进行了规定,它规定“医疗保险是指

以保险合同约定的医疗行为的发生为给付保险

金条件,为被保险人接受诊疗期间的医疗费用

支出提供保障的保险”,“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

是指按照约定的数额给付保险金的医疗保

险。”在上述规定中,无论是损失补偿型医疗保

险还是给付型医疗保险的定义中所使用的“给
付金额”、“给付保险金条件”和“给付保险金”
等词语,没有将补偿型医疗保险中的“损失赔

偿”与给付型医疗保险中的“金钱给付”进行区

分,使所有的医疗保险仅具有给付保险金的特

征,因此,《健康保险管理办法》根本无法全面

地将损失补偿原则引入到医疗保险中,无法建

立真正意义上的补偿型医疗保险。
我国《保险法》第 2 条规定,人身保险是指

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
险人“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

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

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 法律的这一规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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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限定在人身保险险种组成的健康保险和意外

伤害保险中,保险人是在被保险人死亡、伤残、
疾病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而财产保险等

损失保险则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承担

“赔偿保险金”责任。 因此,在保险法上明确区

别给付保险金责任和赔偿保险金责任这两种责

任形态分别适用于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时,就
使以损失补偿原则适用为核心的补偿型医疗保

险处于没有法律保障的状态。
从上述分析可见,补偿型医疗保险是以被

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支出为基础,是按

照保险合同约定的标准确定保险金赔偿数额的

医疗保险。 它作为我国医疗保险中的主力险

种,只是通过其保险合同条款来约定“以被保

险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支出确定赔偿保险金

数额”的损失补偿规则的适用,这一约定在保

监会发布的行政规章只是得到了形式上的认

可,而在法律上仍处于于法无据的状态。 我国

是发展中国家,国家投入到医疗保障领域中的

资金是有限的,社会自身所能够提供的医疗资

源也是有限的,因此,需要全面推行补偿型医疗

保险,一方面能够根据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医

疗费用计算保险赔偿金额使被保险人获得医疗

保障,另一方面也能够使有限的医疗保险保障

基金得到最大化的运用。 因此,笔者认为,在各

国保险法已经承认补偿型医疗保险和给付型医

疗保险的背景下,应当修改我国现行保险法,直
接承认损失补偿原则在医疗保险中的适用。

二、补偿型医疗保险代位权

　 　 补偿型医疗保险代位权是保险代位求偿规

则和理论运用于补偿型医疗保险的结果,它是

指在补偿型医疗保险中,被保险人因第三者原

因致疾病或伤害而产生的医疗费用,保险人依

保险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之后,在
支付金额范围内代为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

求赔偿的权利。 关于医疗保险是否适用保险代

位权的问题,学者和立法上存有争议:
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按照传统保险法理

论,代位权作为损害补偿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
原则上不适用于人身保险,而只适用于财产保

险。 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
因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而转移给保险

人。 因此,医疗保险作为人身保险的险种之一,
基本属于允许被保险人双重获利的给付性的保

险,因此,一旦发生请求权的竞合,被保险人可

以分别行使请求权,且无索赔顺序的约束。①

我国保险立法在医疗保险是否适用代位权问题

上采否定说,其表现为:一是我国保险法将保险

代位权仅规定于财产保险合同之中,因而不能

适用于人身保险(包括医疗保险合同);二是我

国保险法第 46 条规定人身保险合同“被保险

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

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但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

偿。”这些规定明确排除了保险代位权在人身

保险合同(包括医疗保险合同)中的适用。
遵循着商业医疗保险的保险金实际上是用

于填补被保险人为恢复身体健康而花费的实际

医疗费用的原理,我国商业保险实务中的医疗

保险除约定为定额给付保险金外,均具有填补

实际医疗费用的补偿型保险特征。 我国《健康

保险管理办法》将医疗保险明确规定为定额给

付型和损失补偿型两种健康保险,这就突破了

我国保险法规定的人身保险适用给付保险金规

则,承认损失补偿原则适用医疗保险等具有补

偿性的人身保险。 因此,在医疗保险是否适用

代位权问题上持同意说的学者认为,作为损失

补偿原则的保障规则之一的保险代位权,应当

在补偿型医疗保险中加以适用。 因为现行保险

法中规定的人身保险禁止追偿,是不区分定额

保险和损失保险的性质,尚非无误。② 在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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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中,被保险人的身份权、人
格权本身虽不得让与,但因其侵害所生的赔偿

请求权,原则上得为让与。①

在医疗保险是否适用代位权问题上,最高

人民法院经过长期调查研究后的结论是支持同

意学说,且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征求意见稿) (以
下简称为《保险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②

中提出,“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发生死亡、
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支出医疗费用,保险

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费用补偿型医疗

费用保险金后,在给付金额范围内向第三者请

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合同另有约

定的除外”,“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发生死

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支出医疗费用,被
保险人已经从第三者获得赔偿的,保险人在给

付费用补偿型医疗费用保险金时要求扣减被保

险人从第三者已取得的赔偿金额,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这是拟

采用司法解释的方法,在补偿型医疗保险中建

立法定保险代位权。 该条的前段规定是,被保

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发生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

事故支出医疗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人在向被

保险人支付保险金后取得保险代位权,这是对

保险代位权行使的条件作出的规定;该条后段

规定是,保险人向已从第三者处获得赔偿的被

保险人支付保险金时可以扣减相应的金额,是
关于保险代位权行使的救济规则。

应当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建立

法定代位求偿制度适用补偿型医疗保险的观

点,与我国现行保险法的规定所存在的冲突和

矛盾是不容回避的,应当予以解决。 我国保险

法上只承认人身保险的给付性和禁止保险人代

位追偿的规定,从根本上堵塞了法定保险代位

权适用于人身保险(包括医疗保险)的出路。
但从域外保险法立法来看,保险金定额给

付规则并不能适用于全部人身保险,它只是完

全适用于人寿(生命)保险,部分适用于约定保

险金定额给付的意外伤害和健康保险。 人身保

险中的其他的约定保险金计算是以补偿实际医

疗费用支出为标准的意外伤害和健康保险则属

于损失补偿性保险。 因此,德国和日本保险法

分类中认定医疗保险亦是损害性(或补偿性)
保险,故医疗保险当然适用法定代位权。 但我

国若要在医疗保险中适用法定代位权,必须先

对现行保险法加以修改,从立法上承认意外伤

害和健康保险可以具有补偿性,并将保险代位

权规定于保险合同一般性规定之中,仅在人寿

保险合同中规定排除代位权的适用。 在我国目

前立法境况下,短期内修改保险法是不现实的,
只能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方式,来
弥补我国保险立法的漏洞。 为解决最高人民法

院《保险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中采法定

保险代位权与现行保险法的冲突,笔者提出用

约定保险代位权的理论在我国补偿型医疗保险

中建立保险代位权制度。
保险代位权在理论上有法定代位权与约定

代位权之分。 法定代位权因法律规定而产生;
约定代位权则是因当事人双方合意而产生,只
要这种约定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即为

有效。 由于法定代位权只能依照法律规定而产

生,故基于当事人合意即可产生的约定代位权

在适用上更为灵活。 我国保险法第 46 条的禁

止保险人追偿的规定虽然排除了人身保险中代

位权的适用,但这只是排除了法定代位权在人

身保险中的适用;而约定代位权是保险合同当

事人双方意思自治的体现,法律对投保人同意

让渡自己权利的行为应当予以承认,而且保险

法 46 条的内容中并没有排除约定代位权。 值

得借鉴的是,在英美保险法上,在坚守法定保险

代位权只适用于财产保险的情形下,约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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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位权将保险代位权规则扩大至适用于健康保

险,并能够改变法定保险代位权规则的观点之

所以得到法院的支持,主要是基于尊重合同自

由的考虑。① 所以,笔者建议将最高人民法院

《保险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中关于补偿

型医疗费用保险法定代位权的规定,修改为约

定保险代位权的内容,即修改为:“补偿型医疗

保险合同中约定保险代位权条款的,被保险人

因第三者的行为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

险事故支出医疗费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

受益人给付费用补偿型医疗费用保险金后,根
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在给付金额范围内向第三者

请求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补偿型医疗保险约定代位权的行使

　 　 (一)补偿型医疗保险代位权的行使条件

德国保险法将保险代位权规定在第二章补

偿保险第一节的一般规定中,该法第 86 条规

定:“如果投保人对第三者享有损害赔偿请求

权,则在保险人向投保人赔付保险金后,上述请

求权应转移给保险人。 但上述请求权之转移不

得不利于投保人。”该法第八章关于健康保险

的第 194 条明确规定,“凡是按照损害补偿原

则签订的保险合同,则本法第 74 条至 80 条,及
第 82 条至 87 条应予适用。”②可见,德国的保

险代位权的行使条件为被保险人(投保人)对

第三者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并且保险人已向被

保险人(投保人)进行赔付,被保险人(投保人)
对第三者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直接转移给保

险人,此当属法定代位权。 因此,补偿型医疗保

险代位权的行使条件为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享有

损害赔偿请求权并且保险人已向被保险人赔付

保险金。
在日本保险法中,补偿型医疗保险属于损

害保险,故应适用补偿型保险的一般规定。 日

本保险法将保险代位权规定于第二章损害保险

中的第三节保险金给付中,该法第 25 条规定:
“保险人在履行保险给付后,以保险人履行的

保险给付金额或者被保险人债权的金额二者中

最少的金额为限,即当然代位取得被保险人因

保险事故导致的损害而享有的债权。”该法第

35 条更明确规定,伤害疾病损害保险合同准用

第 25 条的规定。③ 故在日本法上补偿型医疗

保险代位权的行使条件为保险人履行保险金给

付。 日本也采法定代位权理论,故只要保险人

履行保险金赔付,即可在赔付范围内行使医疗

保险代位权,并不需要被保险人为转让对第三

者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意思表示。
与德、日保险法的法定保险代位权规则存

在差异的是,在美国保险法中,立法和判例均表

明人寿(生命)保险不适用代位权,对于健康保

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原则上也不适用代位权;但
美国法院允许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扩大代位权

的适用范围,对于保险合同中已约定代位权的,
则可以适用。 在医疗费用保险、住院保险等领

域的实践中,约定代位权的办法被大量采用。④

美国保险法上的医疗保险约定代位权条款的典

型约定为:“如果客户根据本协议享有所提供

的医疗服务或利益,或者接受任何保险赔付或

借款,除与该客户订立保险合同并以其名义进

行代位请求的保险人之外,本公司将代位取得

该客户对于任何个人或组织所享有的要求补偿

的权利。 鉴于该客户所享有的此类医疗服务或

利益,该客户应当向本公司给付其通过诉讼、和
解或其他方式所取得的任何金额。 该客户应当

根据本公司实施其权利(保险代位权)的要求

提起诉讼、提供相关的信息及服务,采取要式转

移及其他方式,并且不能进行任何损害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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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享有的此类权利及利益的行为。”①根据这一

医疗保险约定代位权的约定,被保险人因第三

者的行为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

而支出医疗费用的,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

受益人给付医疗费用保险金后,即有权根据保

险合同的约定代位被保险人在给付保险金范围

内向第三者请求赔偿。
鉴于我国保险法的立法现状,补偿型医疗

保险的约定保险代位权应当与财产保险合同中

的法定代位权不同。 财产保险合同中的代位权

为法定代位权,保险人只要承担了保险金赔偿

责任即可向第三者行使追偿权,而补偿型医疗

保险则因其应当采约定保险代位权才能与现有

保险法相协调,故补偿型医疗保险约定代位权

行使的条件为:
首先,医疗保险合同中须有被保险人转移

其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意思表示,即
保险人与投保人双方须有保险合同约定保险代

位权条款为基础。 只有保险合同当事人约定了

代位权条款,补偿型医疗保险的保险人的约定

代位权才会产生,才有行使的可能性。 在此,虽
然根据我国保险法第 46 条的规定,医疗保险人

无从获得补偿型医疗保险代位权,但作为补偿

型医疗保险代位权是保险人的一项合同权利,
医疗补偿性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有权根据其选择

来订立合同条款,并通过此类条款排除那些原

本附属于此类合同的权利。②

其次,根据保险合同关于补偿型医疗保险

代位权条款的约定,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约定

向被保险人赔付保险金后,在赔付保险金范围

内的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才会

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转移给保险人。 因此,补
偿型医疗保险约定代位权的第二个行使条件是

“保险人已向被保险人赔偿了保险金”。 对于

这一条件,从其内部观察,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享

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了变化,仅就其未从

保险人处获得补偿的部分有权向第三者提起损

害赔偿之诉,对于保险人已经承担保险责任的

部分,保险人在承担责任的份额内基于合同的

约定而取得了对第三者的求偿权;从外部特征

来看,这已经是一种新的法律关系,保险人承担

保险责任的行为与保险合同中有关代位权的约

定使得原来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范围上发生变

化,并且其中一部分从原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分

离而为保险人所有。 在这里,虽然原损害赔偿

请求权被一分为二,但诉因并未被分割。 因此,
补偿型医疗保险约定代位权的核心是使得本属

于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部分或全部

让渡于保险人,这种让渡的约定代位权是基于

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相比,也
拥有更强的能力与更多的经验来应对与第三者

的诉讼。 因此,保险人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保险

代位权更为便利,这也是补偿型医疗保险约定

代位权行使的第三个条件。
(二)补偿型医疗保险代位权的行使限制

1. 保险人行使补偿型医疗保险约定代位

权,不得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 德国保险法上

规定将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转移给

保险人,从表面上来看,保险人代位权的范围与

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范围一

致;但实质上并非如此,德国保险法规定的“保
险人行使代位权不得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
表明保险人行使代位权依然要以其向被保险人

履行的保险赔付为限,否则当保险人追偿所得

数额高于被保险人所获得的保险金时,被保险

人未从保险人处获得补偿的部分亦为保险人获

得,被保险人便无法就其所受损害的剩余部分

向第三者请求赔偿,故保险人只能在其履行保

险赔付范围内进行追偿。 日本保险法上则规定

“以保险人履行的保险给付金额或者被保险人

债权的金额二者中最少的金额为限”③,因为保

险人的赔偿金额高于被保险人债权金额(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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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支出的医疗费用),则被保险人多获得的金

额为不当得利,应当返还给保险人,保险人不能

就此部分向第三者行使代位求偿权,所以此时

代位权的金额应以被保险人债权金额为限而不

是以保险人实际履行的保险金额为限。
在我国补偿型医疗保险实务上,经常会出

现保险人理赔金额远高于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所

享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数额(实际支出的医疗

费用)的不合理情形,因为在补偿型医疗保险

中,虽常为根据原始单据实报实销,并且保险人

有时会约定一定的免赔率,但是在我国保险法

规定人身保险(包括各种的医疗保险)适用“给
付保险金”规则的前提下,被保险人所获得的

保险金通常会远远高于被保险人对第三者所享

有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数额,我国法院多将此种

不合理的情况视为符合保险法的规定而成为常

态。 故为改变这一不合理状况,实现社会医疗

保障资金的合理运用,我国的补偿型医疗保险

应当引入损失填补原则,规定保险人行使约定

代位权的范围以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履行的保险

赔付金额为限;同时,保险人在依照约定行使补

偿型医疗保险约定代位请求赔偿权利的过程

中,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

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2. 补偿型医疗保险代位权的行使期间限

制。 关于代位权的诉讼时效,各国都是将原赔

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适用于代位权。 补偿型医

疗保险属于事后补偿,即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

发生之后,住院治疗需要花费一段时间,有时甚

至时间相对较长,至身体康复出院之后,所花费

的费用才能确定,才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

公司还需要对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失进行核

定。 因此笔者认为,由于补偿型医疗保险代位

权本质上是被保险人将本人对第三者的人身损

害赔偿请求权转移给了保险人,因此,其时效长

短也就应当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人身损害赔

偿请求权而定,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 136 条

的规定,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为一

年,故补偿型医疗保险代位权的诉讼时效也应

当为一年。
关于保险代位追偿权的行使起算时间,我

国保险法并未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适用〈保
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 16 条中规定,
保险人代位权的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其取得代位

求偿之日起算。 这一规定,主要是考虑到保险

理赔可能会因为鉴定、诉讼等事由拖延很长时

间。① 如果将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享有损害赔偿

请求权的时间点作为代位权行使时效的起算

点,必然会损害保险人的利益,故在此问题上,
应采与财产保险代位权行使时效的起算点相同

的立场,补偿型医疗保险约定代位权的行使期

间起始点应自保险人取得代位权之日开始起

算,即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

取得代位权。
(三)补偿型医疗保险约定代位权的救济

最高人民法院在《保险法司法解释三征求

意见稿》中提出,“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发

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支出医疗费

用,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者获得赔偿的,保险人

在给付费用补偿型医疗费用保险金时要求扣减

被保险人从第三者已取得的赔偿金额,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这

一意见的内容出自于我国《保险法》第 60 条第

二款的规定:“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者取得损

害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

被保险人从第三者已取得的赔偿金额。”比较

两者不难发现,征求意见稿中对保险人代位权

的救济方式与保险法基本相似,只是增加“另
有约定的除外”。 这是因为补偿型医疗保险与

财产保险均为损失保险,对补偿型医疗保险法

定代位求偿权的救济与财产保险法定代位权的

救济措施应当是相同的。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

提出的补偿型医疗保险代位权的救济规则与财

产保险法定代位权的救济规则相比较过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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陋。 因此,补偿型医疗保险代位权的救济规则

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在补偿型医疗保险约定代位权的制度

下,因保险合同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补偿

型医疗保险代位权条款,故对补偿型医疗保险

约定代位权的救济,应当修改为“补偿型医疗

保险合同中约定保险代位权条款的,被保险人

因第三者的行为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

险事故支出医疗费用,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者

获得赔偿的,保险人在给付费用补偿型医疗费

用保险金时要求扣减被保险人从第三者已取得

的赔偿金额,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是补偿型医疗保险中,被保险人因第三

者的行为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

支出医疗费用,保险人依约定代位行使的是被

保险人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该损害赔

偿请求权在转移前对于被保险人而言可以放

弃,如果被保险人放弃其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

请求权,即会导致第三者在被保险人放弃损害

赔偿请求权的范围内免责,这就造成保险人赔

付保险金后无从行使保险代位权,不仅会使保

险人利益受损,对保险人是不公平的;更会导致

真正的责任人免责,使侵权责任法的惩罚功能

丧失。 因此,补偿型医疗保险约定代位权的救

济规则还应当包括:如果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

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保险人可以在履行赔付

保险金责任时扣减被保险人放弃请求权部分的

数额;保险人已经履行保险赔付的情形下,被保

险人放弃对第三者的请求权不对保险人发生效

力,因为被保险人在保险人支付保险金后即不

能够支配该债权,其放弃对第三者债权的行为

无效,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在其承担保险金责

任的范围内对第三者进行追偿。

The Study of Conventional Subrogation in Compensated Medical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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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Law,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on the third explanation of several issues about the application of Insurance Law
(opening soliciting draft ) issued by supreme people’s court, in compensated medical insurance, insur-
ers have the right to assume statutory subrogation rule after claims. However, this compensated medical
insurance subrogation is in conflict with current Insurance Law under the principle of Legislation Law (i.
e. no violation to legal provisions). To tackle this problem, conventional subrogation should be applied
in compensated medical insurance, and it can not only avoid the direct conflict with Insurance Law, but
also consider the party autonomy, thus it is more flexible than statutory subrogation rule. Meanwhile,
conventional subrogation of compensated medical insurance should be adopted to achieve the cohesion to
Insurance Law so as to make up the insufficiency where no substitution - claim about conventional subro-
gation is permitted in current Insurance Law.
Key words: medical insurance; principle of loss compensation; compensated medical insurance; con-
ventional subro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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