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新昌
!

财税之窗 2015年5月28日 星期四 投稿邮箱：jinrixc@163.com 广告热线：86046188
责编：俞佶婷 联系电话：18457526075 校对：黄婉晶

新昌县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基金管理中心设立于 2014年 3月，

正式运行于 2014年底，专用基金

400万元，其目的是为了依法及时

对道路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进行救

助，保障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合法

权益。到目前为止，已成功实施求助

2起，共垫付资金 7.2万元，有效维

护了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那么新昌县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基金管理中心是如何运作的，道路

交通事故受害人又是如何申请基金

求助呢？本文专门就这些问题进行

了相关解答。

1.新昌县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

助基金的基本含义是什么？

答：基本含义是指县政府依法

设立和筹集用于垫付本县行政区

域内（除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事故）

发生的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受

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

或者全部抢救费用，以及因交通

事故责任人逃逸或经法院强制执

行后仍无力赔偿的造成受害人家

庭生活困难的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助

的社会专项基金。

2.新昌县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

助基金的特点是什么？

答：临时性、垫付性、救急性。

3.新昌县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

助基金的实施原则是什么？

答：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实行统一政策、分级筹集、集中管

理、分工负责、单独核算，遵循以人

为本、公开公正、规范操作、便捷高

效、安全运行的原则，以及相关部门

积极做好职能工作和相互配合协助

工作。

4.新昌县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

助基金的管理体制是什么？

答：新昌县道路交通事故社会

救助基金由新昌县人民政府依法设

立，建立由县府办、财政局、公安局、

卫生局、农业局、民政局、人社局、司

法局、法院、交通局、交通调解专业

委员会、各保险公司等单位组成的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联

席会议制度，负责协调、研究救助基

金的运作，审定有关救助基金的重

要议题和事项，定期或不定期召开

救助基金管理重大事项联席会议；

其日常事务由其下设的办公室负

责，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县财政

局。新昌县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

助基金管理中心负责县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日常运营管

理和具体实施。

5.新昌县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

助基金管理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的

主要职责分别是什么？

答：县府办负责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总体协调工作。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负责通

知县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垫付道路交

通事故中受害人的抢救或丧葬费

用，审核申请人的道路交通事故情

况；负责协助县救助基金管理中心

追偿所垫付的资金；及时将未按规

定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的所有人、

管理人的罚款解缴国库。

县民政局负责交通事故受害人

生活困难认定，协助做好救助基金

社会捐款工作，监督殡葬机构按省、

市、县有关规定办理涉及救助基金

相关事务。

县司法局负责救助基金管理中

涉及的法律援助事务。

县财政局为县救助基金管理的

主管部门，负责牵头会同有关部门

研究制定本县救助基金管理的有关

政策，并对救助基金的筹集、使用和

管理进行指导、监督和检查。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

责对医疗机构垫付的抢救费用进

行审核。

县交通局协助县救助基金管理

中心做好道路交通事故部门职能工

作，并提供全县公路里程情况。

县农业局农机主管部门对拖拉

机在道路外的田间、场院等作业、

转移时发生的事故情况负责通知

县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垫付事故受

害人的抢救、丧葬费用并加以审

核；协助县救助基金管理中心追偿

所垫付的资金。

县卫生局负责监督医疗机构按

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临床诊

疗指南》及时抢救道路交通事故中

的受害人及依法申请救助基金垫付

抢救费用。

县交通调解专业委员会负责调

解涉及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垫付

和追偿中双方纠纷的事务。

各保险公司负责做好按照规定

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

理人所涉的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

的理赔工作。

6.新昌县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

助基金管理中心主要有哪些职责？

答：（1）依法筹集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

（2）受理、审核垫付及补助申请

并依法垫付和补助；

（3）依法追偿垫付款；

（4）其他管理道路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的职责。

7.新昌县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

助基金的资金来源有哪些？

答：救助基金的来源包括：

（一）省级救助基金管理机构

划拨的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提取

的资金；

（二）省财政按照保险公司经营

交强险缴纳营业税数额给予的财政

补助；

（三）对未按照规定投保交强险

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的罚款；

（四）救助基金孳息；

（五）依法向机动车道路交通事

故责任人追偿的资金；

（六）小型客车车辆号牌号码公

开竞价所得价款；

（七）政府预算安排的专项资

金；

（八）社会捐款；

（九）其他资金。

8.新昌县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

助基金的救助对象是什么？

答：新昌县道路交通事故社会

救助基金主要救助本县辖区内发

生的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的受

害人。

9.发生在县域高速公路境内的

交通事故中人身伤亡抢救费用如何

申请垫付？

答：根据《浙江省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法》和《新昌

县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

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发生在本

县辖区内高速公路上的道路交通

事故中人身伤亡的抢救费用，可

向绍兴市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按规

定申请垫付。

10.新昌县道路交通事故社会

救助基金主要垫付哪些费用？

答：道路交通事故中当事人和

法定连带责任人暂时无支付能力而

需要救助的，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县

救助基金中心应垫付道路交通事故

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

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

（一）抢救费用超过交强险责任

限额的；

（二）肇事机动车未参加交强险

的；

（三）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

依法应当由救助基金垫付受害

人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

用的，由县救助基金中心及时垫付。

救助基金一般垫付受害人自接

受抢救之时起 72小时内的抢救费

用。特殊情况下需垫付超过 72小时

的抢救费用，由承担救助任务的医

疗机构书面说明理由，并由县卫生

局出具确认意见。

11.可申请垫付的抢救费用具

体是指什么费用？

答：申请垫付的抢救费用指机

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导致人员受

伤时，医疗机构按照《道路交通事故

受伤人员临床诊疗指南》，对生命体

征不平稳和虽然生命体征平稳但如

果不采取处理措施会产生生命危

险，或者导致残疾、器官功能障碍，

或者导致病程明显延长的受伤人

员，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所发生的

医疗费用。

12.可申请垫付的丧葬费用具

体是指哪些费用？

答：指遗体丧葬所必需的运

送、停放、冷藏、火化、寄存等基本

费用。丧葬费用标准按照县有关

规定执行。

13.申请救助基金垫付医疗机

构抢救费用的具体流程有何规定？

答：道路交通事故中当事人和

法定连带责任人暂时无支付能力而

需要救助，且符合规定救助条件的，

申请垫付流程为：

（1）医疗机构在抢救受害人结

束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对尚未

结算的抢救费用向公安交管部门

填送 《抢救费用及垫付情况告知

书》。

（2）县公安交管部门或县农机

主管部门在 3个工作日内向指定

抢救医院和县救助基金管理中心

发出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垫付通知书》，并明确联系人和

联系方式。

（3）医疗机构根据县交管部门

填发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垫付通知书》可向县救助基金中

心提出垫付申请，填写《新昌县道

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抢救费

用垫付申请书》，并提供有关抢救

费用的证明材料。抢救时间超过

72小时的，应当同时填写《新昌县

道路交通事故伤员抢救超过 72小

时情况说明》。

（4）县卫生局、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对医疗机构提供的抢救费用

证明材料在 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

核，并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抢救费用垫付申请书》上出具审

核意见。

（5）县救助基金管理中心收到

经相关部门审核的垫付申请书及证

明材料后，应在 5个工作日内进行

复核，经复核符合垫付规定的，应在

5个工作日内将相关费用划入医疗

机构账户；不符合垫付规定的，不予

垫付，并向医疗机构说明理由。同时

将审核结果书面告知县公安交管部

门（或县农机主管部门）和承担抢救

工作的医疗机构。

14.申请垫付抢救费用时，医疗

机构应当提供哪些资料？

答：申请垫付抢救费用时，应当

提供以下材料：

（1）《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垫付通知书》；

（2）《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抢救费用垫付申请书》；

（3）受害人的身份证明原件和

复印件或身份无法确定的证明（说

明）；

（4）相关抢救费用的证明材料，

包括自抢救之时起 72小时内的抢

救费用汇总清单、费用发票、抢救记

录、病历资料等原件和复印件；

（5）特殊情况下需垫付超过 72

小时的抢救费用的，应当提供《道路

交通事故伤员抢救超过 72小时情

况说明》及县卫生局审核意见；

（6）县社保局出具的《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抢救费用垫付审

核报告单》原件和复印件；

（7）县救助基金管理中心认为

需要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

15.申请垫付丧葬费用有何规

定？

答：（1）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

人死亡，且符合丧葬费用垫付规定

的，由公安交管部门在尸体检验处

理完毕后，于 3个工作日内向受害

人近亲属出具《道路交通事故社会

救助基金垫付申请通知书》，受害人

近亲属可凭垫付通知书、《尸体处理

通知书》及受害人近亲属身份证明，

直接向县殡葬服务机构办理垫付手

续，县殡葬服务机构根据公安交管

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每季度向

县救助基金管理中心申请办理垫付

资金结算拨付手续。

（2）县救助基金管理中心收到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丧葬

费用垫付申请书》及其他证明材料

后，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按相关规

定对丧葬费用的真实性和合理性等

内容进行审核，出具《道路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基金申请审核结果通知

书》，并书面告知县公安交管部门

（或县农机主管部门）和申请人。经

审核符合丧葬费用垫付规定的，县

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应当在 3个工作

日内将垫付费用划入殡葬机构账

户；对不符合垫付要求的，不予垫付

并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3）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死亡

且符合《新昌县殡葬基本服务项目

免费办法》（新政办发〔2012〕169

号）免费服务对象条件，并已享受免

费丧葬服务的，不属于县救助基金

丧葬费用垫付范围。

16.申请垫付丧葬费用时，应当

提供哪些资料？

答：提供的材料应报经县公安

交管部门（或县农机主管部门）审

核，并在收到垫付申请的 5个工作

日内出具审核意见。具体材料有：

（1）《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垫付通知书》；

（2）《尸体处理通知书》；

（3）《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丧葬费用垫付申请书》；

（4）受害人身份证明、受害人近

亲属身份证明、户籍地公安机关出

具的近亲属证明；

（5）无主或身份无法确定的，提

供公安部门出具的身份无法确认相

关证明材料；

（6）火化证明书、丧葬费用凭据

和费用清单原件和复印件；

（7）县救助基金管理中心认为

需要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

17.救助基金垫付后如何追偿？

答：县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应当

落实责任，及时追偿垫付费用，在

垫付费用发生并有明确的道路交

通事故机动车赔偿义务人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赔偿义务人进行依

法追偿；公安交管部门、农机主管

部门等相关单位及受害人或其继

承人有义务协助县救助基金管理

中心进行追偿。一般分以下两种

情形：

（1）涉及机动车肇事逃逸的垫

付费用，待县公安交管部门案件侦

破后将事故责任认定书在 3个工作

日书面通知县救助基金管理中心。

（2）肇事车无逃逸的，县公安

交管部门在认定事故责任后的 3

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县救助基金管

理中心。

管理中心在收到事故责任认定

书后 10个工作日内依法向赔偿义

务人发出《道路交通事故垫付费用

限期偿还通知书》，赔偿义务人在

规定的时间内将偿还垫付费用通

过银行转账等方式将垫付费用存

入县救助基金管理中心指定的账

号；县道交中心收到偿还垫付费

用时出具收款凭证并将追偿情况

告知公安交管部门。赔偿义务人

逾期不履行偿还义务的，县救助基

金管理中心应当敦促其偿还，对拒

不偿还的，依法追偿。

18.哪些情形可以申请一次性

救助基金生活困难补助？

答：对于因道路交通事故致受

害人重伤或死亡，肇事者无力赔偿，

造成受害人家庭特殊困难，且同时

具有下列情形的，受害人或者其家

庭成员可以向救助基金管理中心申

请一次性经济补助：（1）受害人的收

入为其家庭惟一或主要生活来源；

(2)受害人及其家庭成员部分或全

部丧失劳动能力、无其他生活来源

且难以维持正常生活；（3）受害人家

庭符合城乡低保标准和低收入困难

家庭认定标准。

19.一次性救助基金生活困难

补助申请金额有何规定？

答：一次性救助基金生活困难

补助申请金额最高不超过 3万

元，其中重伤、致残的 2万元以内

（含 2万元），死亡的 3万元以内

（含 3万元）。

20.一次性救助基金生活困难

补助申请如何办理？

答：由县公安交管部门在该交

通事故处理结案后负责受理，并代

为填写《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一次性生活困难补助申请审批

表》并出具初审意见，经县民政部门

或县农办（受害人户籍为县外的，需

提供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民政部门

等职能单位认定意见）认定后，向县

救助基金管理中心提交申请材料。

县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原则上定期

（上、下半年各一次）对生活特殊困

难一次性经济补助申请进行集中审

核报批，由县政府出具审批意见。决

定给予补助的，县救助基金管理中

心在 10个工作日内将补助款直接

划付至申请人账号；决定不予补助

的，县救助基金管理中心向申请人

说明理由。补助结果由县救助基金

管理中心将书面告知县公安交管

部门和县民政部门 （或县农办）。

县公安交管部门、县民政部门或

县农办、所在乡镇街道等单位做

好配合工作。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二十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