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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拥有自己的文库，打造学术品牌，在科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烟台大学法律人推出了《三元法学
文丛》。
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文丛何以得名？
盖因烟大校园中心有一湖，名日“三元湖”。
“三元”者含义有三：一者古有连中三元之说；二者，烟大为地方出资，北大、清华援建而成；三者
湖面一分为三。
三元湖中，三个圆形湖面，心心相连；湖心有岛，湖上横跨小桥，四周翠柳环绕。
春来鸟语花香，闲观鱼翔浅底；冬去冰雪沉卧，平增学子嬉戏。
聆听着湖畔钟楼里催人振奋的钟声，徜徉于石道上感受着扑面而来的杨柳风，感受到的是远离尘嚣的
寂静，读懂的绝对不止湖边图书馆内的老书。
不知不觉中，始建于1984年的烟大法学专业，已走过了23个年头。
期间，三元湖见证了烟大法学的风雨历程，分享着烟大法律人的喜悦和失意；见证着办学规模由起初
的不足百人而至今天的上千人，送走了一批批朝气蓬勃的学子；见证着法律系办公室由寥寥数间发展
到拥有独立庭院的法学楼，期待着法学院的日新月异。
变幻的是时空，但不变的是烟大法律人对法学的忠诚和毅力。
三元湖可以作证！
三元湖懂得感恩，三元湖水或涌于地下，或来自天上，涓涓溪流滋养着她，滂沱大雨浇灌着她，三元
湖用她的一泓清水感谢着天地。
三元湖也用她自己建起一座友谊的丰碑，记载下了北大、清华、烟台市及各方力量在创办烟大、建设
烟大的丰功伟绩。
三元湖畔的法律人广交四海俊杰、贤达，他们的进步凝聚着朋友的心血。
他们的劳动成果又怎能不刻上三元湖的名字，借此公告世人、报恩于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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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保险法原理与实务研究》不仅适合从事保险法研究、司法工作的读者参考使用，也适合从事保
险业务和研习保险法的读者阅读使用。
作者以多年的保险法教学和司法经验，根据2009年修订的新《保险法》的规定，在总结了保险法理论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撰写了《保险法原理与实务研究》。
保险法领域有着独立的理论体系和司法理念，它迥异于民法与合同法的理论和理念。
作者在撰写《保险法原理与实务研究》过程中秉承这一理念，一方面根据新《保险法》的规定深入地
论述了保险法原理，并对临时保险保障、法律更迭时新旧法律的适用、第三领域保险、弃权与禁止反
言、不争条款等国际通行保险惯例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另一方面通过对精选的典型保险案例进行分析
，全面阐述在审理保险纠纷中关于新《保险法》的适用规则和原理，以修正现存的以民法、合同法原
理审理保险纠纷案件的错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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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史卫进，男，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现为烟台大学法学院教师、硕士生导师。
曾公开发表多篇论文并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主要研究领域：商法、保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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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保险与保险法第一节保险概述一、关于保险概念的学说从各国的保险理论研究上观察，关于保
险的概念至今尚无统一认识。
各种关于保险的定义均是从各自的角度对保险制度进行的归纳。
为全面了解保险的内涵，现将关于保险概念的主要学说作以下介绍。
（一）损失赔偿说损失赔偿说认为保险是一种损失赔偿合同。
该学说认为，保险是当事人一方收取约定的金额，对于对方所受损失或发生的危险予以补偿的合同。
即“保险是约定当事人的一方根据等价支付或商定，承保其标的物发生的危险，当该项危险发生时负
责赔偿对方损失的合同”。
损失赔偿说所主张的保险是赔偿损失合同的观点，是以海上保险和火灾保险为依据的在法学上的解释
。
（二）损失分担说损失分担说强调保险是一种集合多数人共同分担危险的经济制度。
这一学说认为，保险是把个别人由于未来特定的偶然的不可预测的事故造成的财产上的不利结果，由
处于同一危险中但未遭遇事故的多数人予以分担，以排除或减轻灾害的一种经济补偿制度。
这一学说在总结保险学所研究的保险损失分摊的功能的基础上，从经济学的角度将保险的性质阐述为
多数被保险人的互助关系，是对保险法学理论的重大发展，现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三）危险转嫁说危险转嫁说是从危险转移角度说明保险的本质，该学说认为保险是一种危险转嫁机
制。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保险是为了赔偿资本的不确定损失而聚积资金的一种社会制度，它是依靠把
多数的个人危险转嫁给他人或团体来进行的。
被保险人转嫁给保险人的仅仅是危险，也就是损失发生的可能性，所以是可承保的，保险人将这种共
同发生的危险大量汇集起来，就能将危险分摊。
危险转嫁学说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对保险进行的分析，它认为保险是为了弥补资本可能随机发生的损
失而聚积资金的社会性计划，保险的实施则是将许多个别人的危险转嫁给一个由多数人组成的团体去
承担。
（四）技术说技术说是以保险经营上的技术性为核心的。
这一学说认为，保险是把可能遭受同样事故的多数人组织起来形成团体，而保险经营则是以保险基金
为基础的，在计算保险基金时，应当测定事故发生的概率以确定分担损失的比例作为保险费率，使投
保人缴纳的保险费总额与保险人实际支出的保险金总额相等，从而科学地建立保险基金。
这一学说主张，保险基金应当通过科学的概率计算技术建立，从而使保险人支付的保险金的总额与投
保人交纳的保险费的总额相等。
这一学说的理念是现代保险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五）欲望满足说欲望满足说认为，保险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经济需求和金钱欲望，在意外事故发生
时，以最少的费用满足该偶发事故所引起的经济欲望（即获得事故损失的全部或部分的赔偿，并给予
可靠的经济保障以满足这种欲望）。
它还认为，保险是对于按照一定的概率计算的将来可能发生的欲望，且根据合理交换的经济原则进行
准备的多数人的集体组织。
这一学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阐述保险的属性，以需要代替损失，以满足代替补偿，是保险商品理论
的重要基础。
（六）择一说择一说认为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虽同属于保险，但是财产保险具有损失赔偿的属性，而
人身保险则不属于赔偿性合同，而是以给付一定金额为目的的保险合同。
因此，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不能使用同一定义予以界定，而应当分别进行定义。
上述关于保险定义的学说，虽是各自从不同角度对保险制度的功能和特征所进行的归纳和总结，但是
通过对它们的分析和比较，人们可以全面地观察保险制度的基本内涵。
二、保险的定义我国《保险法》第2条规定，所谓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规定，向保险人支付保
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而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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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
它包含以下含义：第一，保险是建立在合同关系的基础上，是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的关于风险保障的
合同。
因保险所保障的对象不同，所以按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分别进行定义，以示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差
异。
第二，保险是非对称性对待给付关系，投保人在交纳保险费后，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或约定的条
件成就时承担保险金责任，而且保险人所承担保险责任的金额与个别投保人所承担的保险费金额是不
对称的。
第三，保险是一种商业行为，即保险法所规范的保险行为，是保险人以转嫁承担投保人（被保险人）
的人身和财产风险为条件而开展的营利性经营活动。
但是，商业保险以其建立的巨额保险基金对社会经济和人们的生活起到了保障作用，它与具有社会基
本保障功能的社会保险，共同担负着稳定社会经济的重任。
三、保险的要素所谓保险的要素，又被称为保险成立的主要条件。
保险制度作为人类用于分散风险、补偿损失的风险经营制度，在世界各国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但是在各国法律上，保险更被作为一种特许经营的业务，即一国境内的保险只能由获得本国政府特许
的保险经营机构进行经营。
因此，研究保险的要素，准确界定保险的范围，是强化国家对保险经营业进行监管的需要，更是依法
构建政府保险特许经营制度的需要。
通过比较分析各国保险制度的规定，可以把保险的要素归纳为以下内容。
（一）保险以特定的危险存在为前提危险存在是保险的前提，“无危险即无保险”已是保险理论中的
至理哲言。
所谓危险是指遭到损害或失败的可能性，又可称为损失机会。
在社会生活中，人类所面临的危险主要是由人身危险、财产危险和法律责任危险等组成，但是决定保
险制度存在的危险并非所有的危险。
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危险，才能成为保险的前提。
保险制度上的危险是指保险合同中约定的危险，是保险人同意予以承保的危险，它又被称为可保危险
，具有以下属性：（1）确定性。
可保危险必须是在一定期间内确定存在的危险，这类危险的发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确定可能发生
的危险，只有具备发生可能的客观危险，才是能够通过科学统计方法进行统计的危险。
如火灾、地震等灾害，是属于客观存在的危险。
（2）偶然性。
所谓具有偶然性的危险，是指危险在将来具有发生的可能，但其发生又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危险。
即可保危险应当是在将来可能发生的危险，可保危险是发生时间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危险，可保危险是
发生的地点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危险，可保危险是造成的损失程度处于无法预知状态的危险。
（3）纯粹性。
可保危险从发生的结果上进行观察，它应当是只有损失机会的危险，且危险发生的结果是给受害人造
成了经济损失，即可保危险应当是纯粹危险。
而同时具备损失可能和赢利可能的所谓投机性危险，不属于可保危险的范畴。
（4）同一性。
所谓危险的同一性，是指一定数量的社会主体所共同面临的同种或同类危险，而且受到该种危险威胁
的社会主体有组成共同统一团体并分担损失、抵御危险的意向。
只有具备同一性的危险，才能进行危险和损失统计，满足保险经营大多数法则的要求，合理计算保险
费率。
（5）非道德危险。
所谓道德危险是指保险合同当事人与关系人因故意所致的危险事故，是由投保人、被保险人为获取保
险金故意而为的事故。
而可保危险具有意外性，即危险的发生是不可预知的，危险的发生与后果不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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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为。
因此，道德危险被排除于可保危险的范围之外，对其所产生的事故和损失，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
（二）保险制度是以转嫁危险为核心的共济互助制度第一，保险制度是以多数人互助共济为基础的。
在人类社会，每个社会成员都面临着因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遭受损失的危险。
保险制度是针对多数人共同面对的同种危险的情况，建立由多数人自愿组成的团体，通过对团体内成
员收取保险费的方式聚积资金，建立社会危险损失补偿基金；当团体内的个别人因遭遇特定灾难而受
到经济损失时，用该补偿基金的一部分款项进行损失补偿。
其结果是，在由多数人组成的团体内，建立使危险损失由多数人的互助而共同分担的机制，将个人因
危险发生而面临的经济上的损失，通过多数人的分摊，将损失分散于社会之中而消化无形。
因此，任何一种保险，都是以一个共同团体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
第二，保险是以危险转嫁为核心的危险管理制度。
首先，在保险制度下，对于可保危险，保险人通过统计、测定事故发生的概率以确定分担损失的比例
，准确地计算出保险费率，使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总额与保险人实际支出的保险金总额处于平衡状态
。
以科学计算风险为基础，是保险制度下的危险分摊机制的核心。
其次，在保险制度下，对于投保人（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依保险合同约定的条件，由
保险公司以其经营的保险基金，转嫁承接投保人（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后果，向被保险
人赔偿保险金或给付保险金。
因此，保险制度是由保险公司以保险基金作为支付保证，转嫁承接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危险事故损
失结果的一种危险转嫁制度。
（三）保险制度具有填补事故损失的功能保险是以对于灾害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进行填补为目的。
保险制度的填补事故损失的功能是建立在保险关系当事人的契约安排基础上的。
就保险行为的实质而言是保险合同关系，即投保人依约定为给付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人依约定为提供
保险保障义务，在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后，承担保险责任。
因此，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是契约赔偿责任，根据是保险人在约定条件下承担的金钱上的赔偿或给付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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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继承了父母的教师衣钵，我在烟台大学法学院已经从教24年了。
我是一个平凡但不甘于平淡之人，在理论性与实用性紧密结合的保险法领域，我醉心于保险法理论名
家论著的学习和研讨之中，以提高自身的保险法理论学识水平；游走于全国各地的法院和仲裁委员会
等裁判机构之间，以丰富自己的保险法司法实务经验；畅谈于基层保险公司的管理者和业务人员之间
，以完善自己对保险营业问题的对策性分析和处理能力。
在不间断的积累中，我建立了对保险法理论和实务的完整认知理念。
幸运的是，在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的半年期间，聆听了著名保险法专家江朝国先生对保险
法的讲授，他给予我学术研究上的指点，化解了我积累多年的种种保险法理论疑问，茅塞顿开之感油
然而生。
在明亮的教室中，向求知的学子们宣讲着我的保险法理念；在庄严的法庭上，为维护当事人权益主张
着我的保险法观点。
现在，看着记载着十数年来的对保险法认知结晶的书稿已脱手，心中顿生无限的感慨。
在烟台大学法学院的从教过程，也是我人生的成长过程。
回想这个时期，我得到了著名民商法学专家郭明瑞先生、房绍坤先生的教诲和帮助，他们严谨而专注
的治学态度极大地影响着我；我得到了法学院同仁们的帮助，他们对知识孜孜以求的精神激励着我。
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同时，我要感谢我的妻子余蔚红女士对我的工作所做出的大力支持。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恰逢我国《保险法》修订和颁布之际，新《保险法》所提倡的保护被保险人和
受益人利益的思想与我的保险法理念不谋而合。
为使读者能够全面掌握修订后的《保险法》的内容，我根据新《保险法》的条文编写了本书各章节中
的保险法原理和案例评析部分的内容；但在各章节中的案情简介和案件审理部分仍按原案例所引用的
旧《保险法》的条文，保留了典型案例的原貌。
敬请读者注意新旧保险法条文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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