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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来临，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以自驾游的方式带孩子度假，途中走走停停，既欣
赏美景又体验旅途乐趣。但不少家长在带孩子开车出游时，会选择让孩子毫无约束地独
自坐在座位上或是把孩子抱在怀中，殊不知，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一行为可能影响事
故责任的划分。 

近日，常德市澧县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因未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导致儿童受伤的纠纷
案件——本是事故无责任者，却因孩子未乘坐安全座椅被判责。

抱娃乘车遇车祸，法院：孩子骨折，家长担责

案例    

“在法官向原告阐明判决结果和

原因后，他们并没有提出上诉，很

快就申请了执行。”7月8日，回忆

起曾经协助办理的这起涉及未成年

人乘车安全的案件，常德市澧县人

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杨茜雯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杨茜雯提到的原告是来自澧县

的一位父亲李某。在 2022 年 9月8

日，李某驾驶一辆小型客车载着妻

子和孩子外出，当时因为儿子哭闹，

妻子便抱着儿子小李坐在了车辆后

排座位。 

在行驶过程中，汤某驾驶的一

辆无号牌三轮摩托车与李某驾驶的

小型客车发生碰撞，情急之下，李

某向右急打方向、猛踩刹车。李某

妻子由于紧急制动的惯性向前冲出，

导致怀中的小李受伤。 

经诊断，小李为右侧股骨干骨

折，住院治疗 22 天后方才出院，治

疗费用 8万余元。

 事故发生后，当地交警部门对

此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书》，认

定汤某负全部责任；李某及妻子和

儿子无责任。同时，常德市一司法

鉴定所对小李伤情作出司法鉴定意

见书，鉴定意见为“小李右股骨干

骨折外固定术后，评定护理期 240

日，营养期120日”。 

根据具体诉求和相关规定审查

核定，法院认为汤某赔偿小李伤残

赔偿、医疗费用赔偿、鉴定费等各

项共计 64244元。 

因对赔偿事宜不认可，李某和

妻子作为小李的监护人，代理小李

将汤某起诉至澧县人民法院，要求

汤某赔偿各类费用共计 8万余元。

经过审理，法院认为，行为人

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在本案

中，汤某驾驶无号牌三轮摩托车且

未按《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通

行，是造成本次交通事故的直接原

因，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但父母对未成年人子女负有保

护的义务，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

全的生活环境。李某和妻子作为小

李的监护人和同车人员，在行车过

程中，并没有为小李准备儿童安全

座椅等合理的保护措施，对小李的

损伤亦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因此，法院酌定由被告汤某承

担 80%、原告小李的监护人承担

20% 的责任，汤某赔偿小李合计

62283 元。

车辆失控撞上大树，造成 1 死 2 伤

像澧县这样的案例并不在少数，

不久前，长沙宁乡市人民检察院在

办理导致未成年人受伤或死亡的交

通肇事案件时，发现未安装儿童安

全座椅是导致孩子死亡的重要原因

之一。 

2023 年 11月，罗某开着小轿车

送大儿子和侄女上学时，小儿子同

行并坐在了副驾驶上。行至急转弯

处时，罗某因操作失误导致车辆偏

离路面撞上路旁行道树。由于撞击

猛烈，安全气囊全部弹出。 

这起事故造成了罗某小儿子死

亡，坐在车辆后座的大儿子和侄女

轻微受伤。经交警现场认定，罗某

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而就在两个月前，徐某驾驶小

轿车搭乘母亲、丈夫及学龄前的女

儿和儿子外出，其女儿由丈夫抱在

车辆副驾驶就座。在驾驶到一处发

生追尾事故的路段时，徐某因为没

有及时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

距离，再次发生追尾事故。事故造

成两车受损、徐某女儿经抢救无效

死亡、儿子受伤的严重后果。经鉴

定，徐某女儿系交通事故致头颅部

损伤死亡。 

在此次事故中，交警同样认定

徐某承担全部责任，且涉嫌交通肇

事罪。

说法    

儿童未坐安全座椅，驾车人需担责
龙斯哲（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乘车出行时习惯性地会将孩子抱

在怀里，或者单独让孩子坐在座椅上，这种做法存在巨

大的安全隐患。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

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

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法律对儿童安全座椅作出特殊规定，是基于对儿童

生命安全的重视和保护。龙斯哲告诉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

在交通事故中，责任的判定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通常，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及法院将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来认定事故责任及赔偿

责任。儿童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乘车时，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采取为儿童配备安全

座椅等保护措施，以确保儿童的人身安全。

龙斯哲提醒广大家长，在司法实践中，如果监护人未

依法使用安全座椅的行为是导致自身儿童人身损害结果的

主要原因或全部原因的，在此种情况下，对方的法律责任

可能会存在大幅减轻甚至免除，儿童所遭受的损害因其监

护人的违法行为及过错可能需要自行承担。因此，未成年

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配备儿童安全座椅，在

切实保障儿童生命安全的同时，规避自身法律风险。 

针对网友提出的出租车、网约车、私家车要不要安装

儿童安全座椅，龙斯哲回答，现阶段，我国尚未出台法律

法规强制要求出租车、网约车或其他营运性质车辆配备

儿童安全座椅。 

龙斯哲建议，儿童安全座椅的普及和使用不仅需要法

律的支持，还需要多部门合作和综合施策，包括家长监

护、学校教育、交管部门的管理、驾驶员教育引导，同时

可以在网约车等平台提供配备儿童安全座椅的车辆供消费

者选择，多措并举，以确保儿童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1岁及以下（体重 0~13

公斤）婴幼儿，要使用反向安

装的儿童安全座椅。

● 1-4 岁（ 体 重 9~18

公斤）孩子应使用正向式儿

童安全座椅，座椅约束带要

正确约束孩子。

● 4-12 岁（ 体重 15~36

公斤，身高145厘米以下）儿

童需使用增高垫座椅，并确

保安全带的肩带在儿童的肩部，

胯带在儿童的胯部。

● 12岁以上（体重 36 公

斤以上，身高145厘米及以上）

儿童，可使用成人安全带，但

应确保成人安全带的约束位置

在儿童的肩部与胯部。

另外，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前，应当检查安装是否牢固，

确认两手按住座椅晃动时前后

左右移动不超过 3厘米，并锁

上儿童锁。

儿童安全座椅普及率不高

意外一旦降临，悲剧难以挽

回。据了解，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 2023 年发布的“中国城市

居民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现状调

查结果”显示，81.9% 的家长认

为儿童乘车有必要使用儿童安

全座椅。但是，在北京、上海、

广州、济南、重庆这 5 个城市，

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率尚不足

20%——全国平均使用率更是

要远远低于这个数字。而我国

每年超过 1.85 万名 14 岁以下儿

童死于交通安全事故——儿童

安全座椅使用率低被认为是重

要原因。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 100

位车主中开展了一次调查，结果

显示，仅有 50% 的父母为孩子

购买了安全座椅。为了让广大家

长重视安全座椅的配备，近年来，

不少地区也开始尝试通过强制

性立法，推动家长将使用儿童

安全座椅作为习惯。 

早在 2014 年，上海、山东、

深圳就先后通过立法，明确规

定未满 4 周岁的未成年人乘坐

家庭乘用车，应当配备并正确

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其中，深圳

还规定，如果 4 周岁以下儿童

乘坐小型、微型非营运载客汽

车未使用符合国家标准儿童安

全座椅的，将对机动车驾驶人

处 300 元罚款。2023 年，浙江

省杭州市在新修订的《杭州市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特

别增加了“4 周岁以下或者身高

低于 1 米的儿童乘坐小型轿车

时，应当配备并正确使用儿童安

全座椅”的规定。

提醒！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很重要

调查

 未乘坐安全座椅，父母抱娃乘车遇车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