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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保险学的基本知识，借鉴了国内外优秀著作，汲取了国内外保险理论研究
的最新成果。
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保险原理，介绍保险的基本概念、原理、相关术语、保险合同等；第二
部分是保险产品，包括财产保险产品和人身保险产品两部分，介绍各种保险产品，例如企业财产保险
、机动车辆保险、责任保险、人寿保险、年金保险；第三部分是保险经营与管理．介绍保险公司的承
保、核保、理赔、营销等业务环节，还介绍提存准备金、保险资金运用、再保险等具有保险特色的经
营重点。

　　本书适用于高等院校保险、精算、金融、经济及管理专业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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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粟芳，博士，副教授。
上海财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国际从业资格教育学院院长，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中国社
会保障与保险论坛副秘书长。
担任财产保险、非寿险精算。
保险信息管理。
保险营销。
保险学原理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著有《中国非寿险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研究》、《机动车辆保险制度与费率》、《领导》等书，译有
《保险公司资本管理》、《人寿保险与年金的产品设计》等书。
在国际SSCI期刊、《金融研究》、《财经研究》、《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上海金融》
、&ldquo;亚太风险管理与保险年会&rdquo;等刊物和会议上发表了70余篇文章，代表作有《偿付能力
额度的计算模型》、《非寿险偿付能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非寿险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实证分
析》、《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与保险市场发展的研究》等。
　　许谨良，教授。
1966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财政金融系金融专业。
1983-1984年公派至美国Temple大学和北美洲保险公司进修保险，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派往国外进修保
险的教师之一。
曾担任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保险系主任，并担任上海市保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保险学会理事。
先后出版了《保险学原理》、《财产和责任保险》、《人身保险原理和实务》、《风险管理》等教材
和著作十余部，发表论文和译文150余篇。
此外还主持市教委&ldquo;上海保险业发展研究&rdquo;等重点学科课题，先后参加&ldquo;七五&rdquo;
社科基金&ldquo;中国保险业发展&rdquo;、&ldquo;九五&rdquo;社科基金&ldquo;保险中介产业发展研
究&rdquo;等国家级课题研究，担任分课题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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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再版前言
第一部分　保险原理
　第一章　风险和保险的基本概念
　　第一节　风险与风险管理
　　第二节　保险的定义、学说和特性
　　第三节　保险的分类
　　第四节　大数法则在保险中的意义
　第二章　保险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　古代保险思想和原始形态保险
　　第二节　海上保险的起源与发展
　　第三节　其他保险的发展
　　第四节　我国保险发展简史
　第三章　保险的地位、职能和作用
　　第一节　保险的地位
　　第二节　保险的职能
　　第三节　保险的作用
　第四章　保险合同
　　第一节　保险合同的定义及其特征
　　第二节　保险合同的形式和分类
　　第三节　保险合同的内容、主体和客体
　　第四节　保险合同的订立和生效
　　第五节　保险合同的履行
　　第六节　保险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第七节　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和争议处理
　第五章　保险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保险利益原则
　　第二节　最大诚信原则
　　第三节　近因原则
　　第四节　补偿性原则
　　第五节　代位求偿原则
　　第六节　重复保险的分摊原则
第二部分　保险产品
　第六章　财产保险概述
　　第一节　财产保险的概念
　　第二节　财产保险的分类
　　第三节　财产保险合同的专业术语
　第七章　财产保险
　　第一节　企业财产保险
　　第二节　家庭财产保险
　　第三节　利润损失保险
　第八章　运输工具保险’
　　第一节　机动车辆保险
　　第二节　沿海、内河船舶保险
　　第三节　飞机保险
　第九章　货物运输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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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国内水路、陆路货物运输保险
　　第二节　 国内航空货物运输保险
　⋯⋯
第三部分　保险经营与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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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风险转移　　风险转移指采用合同、套头交易、期货、金融衍生工具、保险等方式把风险转移
给他人。
风险转移有直接转移和间接转移两种方式。
直接转移是将与风险有关的业务或财产一同转移给他人的转移方式。
例如转让、转包。
间接转移是把与财产或业务有关的风险转移给他人，但不同时转让财产和业务的一种方式。
例如购买金融衍生工具、保险。
在各种转移风险方法中，又可以分为保险转移和非保险转移两大类。
　　保险是一种风险转移的办法，它通过购买保险产品把风险转移给保险人，一旦发生意外损失，保
险人就补偿被保险人的损失。
保险又是一种分摊风险和意外损失的方法。
分摊损失是保险的重要职能。
由于少数投保人遭受的损失为同险种的所有投保人分摊，所有投保人的平均损失就代替了个别投保人
的实际损失。
而且，分摊损失意味着保险公司集合了大量同质的风险，从而可以运用大数法则对将来的损失作较为
精确的预测。
　　非保险转移具有灵活、费用比较低廉等特点。
但是，在非保险转移中，由于不存在大量风险单位的集合，因而无法合理地均摊损失。
由于接受风险者的承担能力有限，这种风险转移具有不稳定性，保障程度也不高。
同时，非保险转移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可能使一些风险转移到无法从事损失控制的企业，有时反而使
风险更高。
除此之外，在非保险转移中，有时还会发生比保险费更高的诉讼费用。
　　4.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即通过合理的管理制度对损失进行控制，全面消除风险因素、降低损失
程度。
通常，风险控制分为两个阶段；防损和减损。
防损旨在减少损失发生的频数，减损能减轻损失的危害程度。
防损时主要采用纯预防性措施和保护性措施。
纯预防性措施主要是消除造成损失的因素；而保护性措施则是要对已经处在危险之中的人或财产给予
保护。
例如，在储存易燃物的仓库内严禁吸烟就是保护性措施。
减损主要是在灾后尽可能地保护人身安全和减少财产损失，例如建立自动喷淋装置。
　　风险控制的关键在于对风险因素的识别和估计。
它通常受人们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限制。
只有人们已经完全掌握了风险发生的规律才能采取措施进行管理。
但是，如果风险控制在技术上可行，但经济上不可行，也会使风险控制难以实施。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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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保险学（第2版）》：全面阐述保险学的理论知识，介绍保险学的整个体系和相关产品。
普遍采用比较学习法，把相关的知识进行比较分析，便于学生深刻理解保险学的各知识点。
　　穿插众多案例以及保险学最新发展状况，帮助学生更好理解保险知识。
　　根据近年来新出台的保险法规和政策，更新和调整了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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