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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2024 年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

赔偿项目计算标准

序号 项目 标准 备注

一 统计数据

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7435 元
计算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2023

年重庆市经济运行情况》《2023 年重庆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31531 元
计算被扶养人生活费，《2023 年重庆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 职工平均工资 87169 元/年
计算丧葬费，渝人社发〔2024〕18号文

件，折算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为 7265

元/

4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117446 元
计算误工费，《2023 年重庆市城镇单位

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

5
分行业门类就业人员年平

均工资
详见附表 1

计算行业误工费，《2023 年重庆市城镇

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

二 造成一般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及标准

1 医疗费 据实确定
渝高法〔2018〕199 号文件，大额材料

费用按照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

2 护理费 120 元/天
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

计算或法院确定，原则上不超过 1人，

渝高法〔2018〕199 号文件

3 交通费 300~1000 元
据实确定或法院酌定，渝高法〔2018〕

199 号文件

4 营养费 300~2000 元 法院酌定，渝高法〔2018〕199 号文件

5 住院伙食补助费 60 元/天 渝高法〔2018〕199 号文件

6 住宿费 300~1000 元 法院酌定，渝高法〔2018〕199 号文件

7 误工费 100 元/天

据实确定、受诉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

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

或法院确定，渝高法〔2018〕199 号文

件

8 精神损害抚慰金 2000 元以内 法院酌定，渝高法〔2018〕199 号文件

三 造成受害人残疾的赔偿项目及标准

1 残疾赔偿金 /

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

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

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

的，按五年计算。

2 被扶养人生活费 /

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

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

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

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

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

的，按五年计算。

3
残疾辅助器具费 /

参照《工伤保险辅助器具配置管理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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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令第 27号）、《重庆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调整工伤职工配置

辅助器具项目和标准的通知》（渝人社

发〔2009〕228 号）附录中的标准计算。

4 后续护理费

完全护理依赖
120 元/天×100%

原则上不超过 1人，渝高法〔2018〕19

9 号文件

大部分护理依赖
120 元/天×80%

一般护理依赖
120 元/天×50%

5
后续治疗费

（康复费、整容费以及其
他后续治疗费）

/

渝高法〔2018〕199 号文件，根据医疗

机构的意见或者司法鉴定机构的意见

确定。最高法规定，待实际发生后另行

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

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

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6 精神损害抚慰金 2000~5 万
法院酌定，渝高法〔2018〕199 号文件，

详见附表 2

四 造成死亡赔偿项目及标准

1 丧葬费 43590 元
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

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2 死亡赔偿金 /

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

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

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3 办理丧葬支出的交通费 500~3000 元 法院酌定，渝高法〔2018〕199 号文件

4 办理丧葬支出的住宿费 500~2000 元 法院酌定，渝高法〔2018〕199 号文件

5 办理丧葬支出的误工费 100 元/天 法院酌定，渝高法〔2018〕199 号文件

6
其他合理费用 1000 元以内 法院酌定，渝高法〔2018〕199 号文件

7 死亡精神损害抚慰金 4万~5 万 法院酌定，渝高法〔2018〕199 号文件

说明

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2 年修

正）相关规定，“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

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

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

2.主要数据来源：重庆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 2024 年 1 月 19 日发布的《20

23 年重庆市经济运行情况》，2023 年 3 月 26 日发布的《2023 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计公报》，2024 年 6 月 5日发布的《2023 年重庆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重庆市

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及标准》的通知（渝高法〔2018〕19

9 号），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医疗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重

庆市税务局 2024 年 8 月 5日发布的《关于做好 2024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核定有关工

作的通知》（渝人社发〔2024〕18 号）

1.残疾赔偿金计算公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限[不满 60 岁的：20年；超过 60

岁的：20-(实际年龄-60)，超过 75 岁的：5]×伤残系数（伤残系数十级为 10&、九级为 20%，

以此类推，多个伤残的，除最高伤残等级外，按十级 1%、九级 2%，以此类推累加不超过 10%）

2.被扶养人生活费计算公式：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扶养义务人人数×年限[未成年的：

（18-实际年龄）；不满 60 岁的：20 年；超过 60岁的：20-(实际年龄-60)；超过 75 岁的：5]

×伤残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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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2023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分行业门类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元）

行业 2023年 2022年

农、林、牧、渔业 76405 78421

采矿业 118449 98536

制造业 101745 95981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27438 127438

建筑业 80678 69105

批发和零售业 99036 9109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06411 100274

住宿和餐饮业 56821 49054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70118 166375

金融业 166984 150097

房地产业 83919 8480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78125 7047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56008 14721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79576 86427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79576 86427

教育 139334 134999

卫生和社会工作 158423 14834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06083 99017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29911 125707

附表2：造成残疾精神损害抚慰金具体标准

伤残等级 赔偿范围

一级伤残 4万~5万

二级伤残 3.5万~4万

三级伤残 3万~3.5万元

四级伤残 3万~3.5万

五级伤残 1.5万~2万

六级伤残 1万~1.5万

七级伤残 8000~1万

八级伤残 6000~8000元

九级伤残 4000~6000元

十级伤残 2000~4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