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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保险学科体系教学与研究的产物全书分为四编。
第一编为保险经济分析，运用现代经济学原理，讨论了保险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体系、保险存在的基
础、保险经济学的价值理念与原则；接下来的三编，分别考察了保险原理、保险实务、保险监管等方
面的内容。
　　本书运用了历史与逻辑一致的研究方法。
我们以实物商品经济、货币经济、信用金融经济三大发展阶段为经济背景，以各种险种出现的历史过
程为顺序，先后研讨了财产保险，人身保险，权益、责任、信用保险社会保险，政策性保险与再保险
等险种的理论经营、管理，以及其微观价值与宏观价值的实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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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保险价值论：　　【内容提要】　　对保险的论述形成了各种学说，主要有损失论、技
术论和效用论三种。
保险是建立在大数法则基础之上的。
保险也是商品，同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保险的价值反映在保险的定义与职能之中，因此，有必要讨论保险的社会价值及其经济价值，而
要了解保险的价值首先要从保险产品的商品性及其收益谈起。
　　第一节　保险学说：　　保险的价值学说与社会生产力和保险产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保险理论认
识的不断深化有关。
保险学说有损失论、技术论、效用论三大类。
　　一、损失论：　　该学说认为，保险产生的最初目的是要解决物质损害的补偿问题，它起源于海
上保险。
从损害补偿这个角度来剖析保险补偿机制，从而形成了三种损失保险理论。
　　（一）损失赔偿说：　　该学说认为，保险是一种损失赔偿合同。
海上保险在法学上的解释，即以此理论为依据。
例如，英国的海上保险法（1906年）第一条规定，“海上保险契约，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允诺，于被
保险人遭受海上损害时，即因海事冒险而发生损害时，应依约定之条款及数额负责赔偿的契约。
”英国的马歇尔（S.Marshall）说：“保险是当事人的一方收受商定的金额，对于对方所受的损失或发
生的危险予以补偿的合同。
”德国的马修斯（E.A.Masius）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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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这种理论，当被保险人财产发生损失时，他便可获得合同中约定的赔偿金额。
这种学说在外延上有两个问题：其一，如果仅是指对物质损害的补偿，那么从外延上就排除了人身保
险和年金保险；其二，如果保险仅负责补偿物质损害，那么这只说是对它作了私法上的合同概念的解
释，然而有些保险则不存在这种私法意义上的合同关系，如社会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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