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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军人保险》(作者薛刚凌)收录了“军人保险制度：效率与公平视角下的评析与改革”、“中国军人
保险模式选择与构建探讨”、“论商业保险公司在军人保险运营中的地位和法律规制”、“对军人保
险引入商业保险的思考”、“中国军人干休所运营现状及未来发展调查报告——以某集团军干休所和
某市民政局军休所为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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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基础理论
我国军事法制建设的若干问题探讨
一、尊重传承和借鉴外国的问题
二、法制统一和军法特殊的问题
三、专业发展和顶层设计的问题
论海军海上协助执法的法律规制
一、海军海上协助执法必要性分析
二、海军海上协助执法的范围与限制
三、海军海上协助执法的法律性质分析
四、我国海军海上协助执法职能法律规制的制度安排
军人个人信息安全法律保护研究
一、军人和军人个人信息
二、侵犯军人个人信息的现象
三、军人个人信息保护的必要性
四、军人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途径
战争法视野下占领国对被占领土的管理
一、禁止强迫效忠
二、有限度地征用
三、捐税和捐献的征缴
四、小结
专题研究
加快完善军人保险制度及相关立法的思考
一、以保险形式为军人提供基本生活和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
维护军人合法权益的重要社会制度
二、通过国家立法建立军人保险制度，是军人保险事业健康发展的
重要保障
三、军人保险的模式、范围、险种设置和运行方式，应当能尽量
满足军人的职业需要，覆盖军人面临的主要职业风险
四、运用多种保险形式，提高军人的保险和保障水平
军人保险制度：效率与公平视角下的评析与改革
一、军人保险制度的效率性评析
二、军人保险制度的公平性评价
三、管理体制是导致军人保险制度欠效率、欠公平的根本原因
四、军人保险改革的方向与路径选择
中国军人保险模式选择与构建探讨
一、中国军人保险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二、中国军人保险模式选择的基本方向
三、构建我国新型军人保险模式的主要任务
论商业保险公司在军人保险运营中的地位和法律规制
二、商业保险公司在中国军人保险运营中的地位
三、商业保险公司在军人保险运营中的法律规制
对军人保险引入商业保险的思考
一、军人保险概述
二、军人保险引入商业保险的必要性分析
三、军人保险引入商业保险的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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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军人保险引入商业保险的构建
五、结论
中国军人干休所运营现状及未来发展调查报告
——以某集团军干休所和某市民政局军休所为例
一、基本情况
二、干休所运营的现状与问题
三、干休所的未来发展与期待
四、基本结论
论军人优抚与退役安置制度的性质
——以社会保障学、社会学、行政法学、经济学、政治学为视角
一、从社会保障学的视角来看，军人优抚与退役安置制度是为军人提供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军人优抚与退役安置制度是军人两次再社会化和群体大流动成本的对冲机
制
三、从行政法学的视角来看，军人优抚与退役安置制度是针对军人的特别牺牲而建立的特别补偿和激
励机制
四、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军人优抚与退役安置制度是政府为军人提供的公共产品
五、从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军人优抚与退役安置制度是一项具体政治制度
学术译介
美国军人保险法律制度及特点
一、美国军人保险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
二、美国法律规定的军人保险的主要种类
三、美国军人保险的管理和运营
四、美国军人保险法律制度的特点及启示
俄罗斯军人保险法的发展与启示
一、1990年代初期的军人保险立法
二、1990年代中期的军人保险立法
三、1990年代后期的军人保险立法
四、21世纪头十年的军人保险立法
五、俄罗斯军人保险立法的实施情况
六、俄罗斯军人保险法的启示
资料荟萃
军事行动的法律支援
学苑百家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工程大学武警法学研究所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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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军人是军队中具有军籍的人员。
军人是着军装的公民。
军人首先是国家的公民，必须履行公民的义务，同时享有公民的权利。
军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和使命。
军人职业具有高风险、高强度、高代价、高奉献等特性。
即便是在和平年代，当他们穿上军装的那一刻，也就意味着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在注视着他们履行了一个军人的神圣职责的时候，我们的目光也应更多地投向这群“穿军装的公民”
合法权益的实现和保障。
　　军人依法享有国家和社会赋予的权利和利益，军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
军人享有荣誉、人格权益、履行职务的保障权、生活优待的权益、抚恤的权益、保险的权益、医疗住
房休假的权益和退役安置的权益等。
军人民事权利是军人权利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军人最基本的权利。
军人的人身权即人格权和身份权是民事权利的主要内容之一。
军人人格权包括军人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权利、个人信息权等权利，都受法律的保护。
　　所谓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任何形式存在的、与公民个人存在关联并能够或者足以识别特定个人
的一切信息的总和。
与公民个人信息一样，军人个人信息，是指以任何形式存在的、与军人个人存在关联并能够或者足以
识别特定军人个人的一切信息的总和。
军人个人信息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个人生理、心理、智力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庭
等方方面面，主要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种族、身份证编号、肖像、血型、肤色、指纹、体重
、身高、健康状况、职业、职务、职级、个人和工作档案、医疗记录、购买习惯、收入和消费等财务
状况、婚姻状况、教育背景、宗教信仰、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件等联系方式以及爱好、社会
活动、人际关系、驾照、军衔、所属党派甚至行政处罚、行政处分记录、犯罪记录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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