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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经济信息化和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入世后的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强劲
，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中国业已跃升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由于国际贸易中的货物在运输途中不可避免会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而遭受损失，出口商有时会由于
对方的信用而收不到货款，出口产品由于质量原因可能会对消费者造成伤害而给企业带来损失，因而
通过保险方式转嫁风险，成为国际贸易活动不可或缺的一环，需要相关人员进行专业的学习；此外，
步入新世纪的我们，会发现周边的生活也面临着由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要多得多的风险。
随着我国国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保险行为不仅是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成为
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为适应国际贸易专业本科生的需要，考虑到社会对保险需求普遍性的增强，我们编写了这本《国
际货物运输保险》教材，通过该教材，希望读者对国际货物保险的学习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
。
　　本书由黄海东、孙玉红任主编，并负责全书的修改和定稿工作。
参与本书编写的还有武淑惠、方亮、赵伏云、王丽丽、赵慧、云杰，感谢他们对本教材编写工作的大
力支持。
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参考了有关国内外的文献资料，在此，向参考文献的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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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国际贸易业务、保险学和保险法的理论与原则，对国际货物运输保险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
详细的论述。
书中不仅涉及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的条款和实务操作，也包括出口信用保险和产品责任保险的规定与实
务，以与国际贸易关系最为密切的运输保险内容作为重点，包括了加入WTO后中国的保险业现状、出
口信用保险实务产品责任保险与实务，其中穿插了许多具体案例，以帮助读者掌握如何透过对案例表
象的评析，灵活准确地运用保险基本理论和条款进行分析和阐释，这也使本书的内容更加丰富和具有
吸引力。
    全书内容以学生为本位进行编排，以保险基本知识为起点，以保险法与保险原则为支撑，比较深入
地对国际贸易中的保险业务和问题进行了阐述。
    本书可作为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国际货物运输等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作为贸易、物流、货运
等行业从业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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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风险及保险知识概述    第一节 风险及其相关概念    第二节 风险管理    第三节 保险的要素和特征
   第四节 保险的职能和作用    第五节 保险的分类    复习思考题  第二章 中国保险市场的开放与现代保险
业发展概况    第一节 入世前的中国保险市场    第二节 中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入世承诺与过渡期特点 
  第三节 中国保险业的现状和发展目标    第四节 现代保险业发展概况    复习思考题  第三章 保险的基本
原则    第一节 最大诚信原则    第二节 保险利益原则    第三节 近因原则    第四节 损失补偿原则    复习思
考题  第四章 保险合同    第一节 保险合同的概念、特点和分类    第二节 保险合同的民事法律关系    第
三节 保险合同的订立、变更和终止    第四节 保险合同的履行    复习思考题  第五章 海洋运输货物保险
保障的范围    第一节 海洋运输货物保险保障的风险    第二节 海洋运输货物保险保障的损失    第三节 海
洋运输货物保险保障的费用    复习思考题  第六章 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    第一节 我国海洋运输货物
保险条款    第二节 伦敦协会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    第三节 中、英两国海运货物保险条款比较    复习
思考题  第七章 陆上、航空、邮包运输货物保险    第一节 陆上运输货物保险    第二节 航空运输货物保
险    第三节 邮包运输货物保险    复习思考题  第八章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实务    第一节 国际货物运输保
险投保实务    第二节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承保实务    第三节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索赔实务    第四节 国际货
物运输保险理赔实务    复习思考题  第九章 出口信用保险    第一节 出口信用保险概况    第二节 国外的
出口信用保险    第三节 中国的出口信用保险    第四节 中国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实务    第五节 中国中长期
出口信用保险实务    复习思考题  第十章 国际产品责任法与进出口产品责任保险    第一节 产品责任及
其法律制度    第二节 产品责任保险经营实务    复习思考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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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风险及保险知识概述　　风险是保险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保险是人类社会处理风险的一种
手段。
正是由于风险和保险具有这样的内在联系，保险研究需要以风险研究为基础。
而保险的分类则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保险进行深入了解和把握。
本章首先讨论风险和风险管理的基本概念，在此基础上引出保险的概念和特征，然后分析保险的职能
和作用，最后阐述保险的分类方法和主要种类。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掌握风险的基本概念与特征、风险的分类；掌握风险管理的基本概念，了解风
险处理的基本方法；掌握保险的基本概念、特征和分类；了解保险的职能和作用。
　　第一节 风险及其相关概念　　一、风险的定义　　在日常生活中，风险是一个极其简单、使用频
繁的概念。
例如：　　“乘坐飞机的风险很高，我宁愿坐火车。
”　　“小刘是个驾车的新手，搭乘他的车风险太大。
”　　“我宁可收入低一点，也要待在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虽然收入高一些，但得承担大起大落的
风险。
”　　“医生说不能确保该手术成功，存在并发症，甚至瘫痪等风险，你决定现在做还是再观察一段
时间？
”　　“我劝你还是不要购买股票，你可以考虑购买一些国债或基金，这些投资工具的风险较低。
”　　“本公司核保部主要是为了选择好的风险（预期损失较低的被保险人）给以承保。
”　　⋯⋯　　显然，上述各种情形中，“风险”一词具有不同的含义。
　　关于风险，有许多种不同的定义，本书沿用北京大学孙祁祥的《保险学》教材对风险所下的定义
：风险是一种损失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的状态。
这个概念认为风险不仅需要考虑损失的可能性，但更强调风险所具有的三个特征，即客观性、损失性
和不确定性。
　　（一）风险的客观性　　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客
观存在的客观规律。
例如，众所周知，在有石棉的环境中工作会损害健康，进而慢慢丧失劳动能力。
因为石棉中的有害物质会增加人们感染石棉沉着病的机会，而这种病会导致人体肺功能的降低，并易
于诱发癌症。
在50年前，沉着病是一种尚未查明的疾病，人们对此缺乏了解，但这并没有改变石棉从一开始就是致
害物质，人们接触了它，就容易致病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也不影响其风险的大小。
　　风险是人类社会非常普遍的现象。
人们购置住房，可能因火灾、被盗、水灾、地震而发生损失；司机开车可能因发生撞人或被撞事故而
遭受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失，还可能因被起诉而承担法律责任；组建一个企业或投资一个项目存在无
法收回本金的可能性；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生病、什么时候会下岗或失业、什么时候会死亡，
但可能导致死亡疾病的原因如此普遍：使用电器有可能会触电；使用煤气可能泄露；抽烟过多导致肺
癌；因臭氧层遭破坏而过多暴露于强烈的紫外线可能导致皮肤癌；农药化肥的普及使许多物种消失，
生活环境恶化；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剧增使地球升温、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沿海城市逐渐消失
；网络安全问题、基因技术的滥用等新风险不断产生。
　　总之，天灾、人祸并没有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科技文明的进步而消失，从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导
致新的、更强大的破坏力，从而不断向经济社会提出挑战，并带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的风险
。
例如，新技术、新材料的使用，给许多国家带来了日益严重的风险，而核泄漏、计算机系统故障、遗
传和基因技术的滥用、新型材料的污染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
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应用把我们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知识社会，同时也带来了利用高技术犯罪的重大
隐患；国际分工可以使参与国双赢，同时也埋下了国民经济被他国操纵的种子；生活和医疗条件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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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使人类的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同时也带来了世界性的老龄化问题，加重了护理、医疗
等方面的费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增加了对基础设施、交通、文化和各种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也
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
　　（二）风险的损失性　　风险的损失性是指风险是与损失相关的一种状态。
在广义的投资活动中，人们所谈论的风险是指收益或者损失的不确定性。
一项投资活动，可能给投资者带来收益，也可能带来损失。
所谓“高风险，高回报；低风险，低回报”就是这个含义。
根据这种不确定性可以将风险划为三类，第一类风险，可以称之为收益风险，即只会产生收益而不会
导致损失的可能性，只是具体的收益规模无法确定。
例如，受教育的风险问题，在现代社会，受教育无疑是一种非常必要而且明智的举动，教育会让人受
益终生，但教育到底能够为受教育者带来多大的收益又是无法计量的，它不仅与受教育者个人因素有
关，而且与受教育者的机遇等外部因素有关。
这可以看作是带来收益的风险。
第二类风险可以称之为纯粹风险，即危险。
它是指只会产生损失而不会导致收益的可能性。
对于这类风险，我们无法确定具体的损失有多少。
在现实生活中，纯粹风险是普遍存在的，正如（一）中所论述的。
第三类风险，可以称之为投机风险，它是指既可能产生收益也可能造成损失的风险。
这类风险最好的例子就是股票投资了。
一旦购买某种股票，就可能随该种股票的贬值而亏损，也有可能随该种股票的升值而获益。
但在保险学领域，人们所谈论的风险是与损失相联系的。
离开了可能将发生的损失，谈论风险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这类风险是指纯粹风险或危险。
　　（三）风险的不确定性　　尽管风险客观存在，时时处处影响着人类活动，但就具体某一风险而
言，其发生却是偶然的随机现象，在其发生之前，人们无法准确地预测其发生的时间、地点及损失程
度。
　　例如，车祸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平均全球每几秒钟就发生一起。
然而，人们不可事先预测到将于何时、何地发生车祸，也无法预期其严重程度。
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任何风险的发生均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而每一因素的作用时间、方向、强度以及各因素的作用顺序等必须达到一定条件才能发生风险。
而这些因素之间事先并无任何联系，许多因素本身就是随机的。
　　二、风险因素、风险事故与损失　　与风险概念密切相关的术语包括风险因素（Hazards）、风险
事故（Peril）和损失（Loss）这些术语与风险概念经常被混用，应该加以区别。
　　（一）风险因素　　风险因素是指那些引起风险事故、增加损失概率和损失程度的条件。
风险因素一般分为有形风险因素和无形风险因素两类。
　　有形风险因素（Physical Hazards）。
它是指那些影响损失概率和损失程度的物理条件或因素。
某建筑物所处位置、使用建材和实际用途等，老化的电线，年久失修的排水系统，某人有吸烟酗酒的
不良嗜好等都属于有形风险因素。
一座靠近消防队且具有良好供水系统的建筑物相对于地处偏僻、没有消防设施和供水的建筑物而言，
遭受严重火灾损失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木结构的房屋比砖混结构的房屋更容易遭受火灾，更容易发生
严重的火灾损失，厂区内的运输车比长途运输车的出险概率低得多。
　　无形风险因素（Invisible Hazards）。
它是指观念、态度、文化等看不见的、影响损失可能性和损失程度的因素。
主要的无形风险因素是道德风险因素（Moral Hazards），是指一方当事人通过合同或协议等方式转移
风险后，趋利避害的动机大大减小的可能性。
道德风险因素是普遍存在的。
假设某家庭中，丈夫开一辆公车，工作单位可以报销所有的相关费用，包括修理费用，妻子开一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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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适用型的私车，所有成本都需由家庭自负，该公车在性能、价值方面远远超过私车，并假设因特殊
情况车库只能容纳一辆车，另一辆车只能停在路边（遭受被盗、损毁的可能性高得多），该家庭很可
能因为费用分担方式的不同安排，以及出于私人成本的考虑而将私车停放在车库内，这对工作单位或
社会而言就是一种道德风险。
　　也有的教科书称此为行为风险，如北京大学孙祁祥的《保险学》教材认为，行为风险是指由于人
们行为上的粗心大意和漠不关心，易于引发风险事故发生的机会和扩大损失程度的因素。
例如，躺在床上吸烟的习惯，增加了火灾发生的可能；外出不锁门，增加了偷窃发生的可能；驾驶车
辆不愿意系安全带，增加了发生车祸以后伤亡的可能等，而人们购买了保险以后，由于转嫁了风险，
因此，加大了上述行为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因此，在保险领域中，道德风险因素更为显著，它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因为保险而降低防损、减
损动机的可能性，可以分为事前道德风险（Ex Ante Moral Hazard）和事后道德风险（Ex Post Moral
Hazard）两类。
前者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后防损动机减弱的可能性。
例如，一般的人出门后，如果不确定自己是否已锁好门，往往会尽快赶回去检查一下，但购买盗窃险
后，预防损失的额外成本（赶回家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须由自己负担，而受益的则是保险人（减小
被盗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了保险人赔款的可能性），因此，立刻返回检查的动机就会相对减弱。
后者是指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不积极施救，延误最好的抢救时机，而使损失增加的可能
性。
　　值得注意的是，道德风险不同于保险欺诈，后者是指因恶意行为或不良企图，故意制造保险事故
、促使保险事故发生或扩大损失、虚报损失，以骗取保险金。
保险欺诈属于违法行为，可以借助法律加以惩罚和制裁，而道德风险只能通过优化保单条款、严格核
保程序、加强教育和宣传等手段加以防范和缓解。
　　（二）风险事故　　风险事故又称风险事件，它是损失的直接原因。
风险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风险事故导致损失，是因为风险事故的发生使得潜在的危险转化为现实的
损失，因此，风险事故是损失的媒介。
例如，火灾、暴风、爆炸、雷电、船舶碰撞、船舶沉没、地震、盗窃、汽车碰撞、人的死亡和残疾等
都是风险事故。
有些风险事故是与人的过失、过错或不当干预有关，属于人为事故，有些风险事故则属于自然灾害或
天灾，例如，因为野炊活动导致的森林大火属于人为事故，由于闪电引起的森林大火则属于天灾。
保险业称这种与个体能力及行为无关的天灾事故为“上帝行为”（Act of God）。
　　（三）损失　　损失是指价值的消灭或减少。
本书所讨论的大部分情况是可能会发生的经济损失，因此，损失必须能够以一种便于计量的经济单位
，如人民币表示出来。
当然，有许多损失是无法用经济的方法计算或表示的。
例如，亲人的死亡，谁能计算出其家人在精神上所遭受的打击和痛苦是多少人民币？
尽管如此，本书还是将讨论的范围限定在必须用货币来表示的经济损失方面。
　　自然灾害、恐怖袭击等各种意外事件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970-2002年间，死亡人数最多的40起自然灾害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为1970年的孟加拉洪水，死亡
约30万人；死亡人数最少的为1978年留里旺岛热带气旋，死亡3 200人。
1995年，日本神户地震造成直接经济损失973亿美元。
　　1998年，我国三江流域洪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 500亿元。
　　2001年，美国“9?11”事件造成的损失达900多亿美元。
　　2002年，欧洲的大洪水造成的损失达123亿美元。
　　2002年，美国的“丽莉”飓风造成的损失达20亿美元。
　　上述意外事件与风险息息相关。
　　（四）风险因素、风险事故、损失和不确定性（风险）之间的联系　　风险、风险因素、风险事
故、损失和不确定性这些概念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即风险因素引发风险事故，而风险事故导致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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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假设某人最近购买了第一辆家用轿车，他知道存在某些风险
因素，如新车还处于磨合期、驾驶技术不熟练、机械故障等，这些因素可能引发或增加碰撞、自燃、
人身伤害等风险事故，风险事故可能导致各种直接、间接的损失，车主在特定期限内是否会发生损失
、何时会发生损失、损失金额多少等都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构成了风险。
　　图1-1所示为风险因素、风险事故与损失的关系。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