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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文明古国，很多东西都是中国人首先发明创造的，然后流传到世界各地，为人类进步做出
了巨大贡献。
与此同时，我们也吸纳了许多世界文明的成果，并且从中受益，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
　　中国的现代保险制度和电灯一样，一开始都是舶来品。
今天我们的生活中已经离不开电灯了，而保险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中国当代保险史上，最具深刻和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应该是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从此以后，中国保险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积极变革，保险发展和保险监管都取得了空前的进步，进入
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保险业离世界更近了，机遇更多了，挑战更大了。
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要求我们不仅要睁开眼睛看世界，而且要睁大眼睛关注和观察世界。
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要求我们必须用世界眼光发现自己的问题、思考自己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
。
　　也是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我有幸结识了一群充满朝气，聪敏好学，并且对中国保险问题很感兴
趣的年轻人。
他们不再满足于教科书上的概念和定义，也不再满足于就事论事，而是试图以一种开阔的国际视野来
审视中国保险业突出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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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际视野与中国保险问题”之第2辑，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建立现代保险监
管制度不可回避的几个最基本问题。
具体内容包括“寿险投资的证券化问题研究”“论商业医疗保险中道德风险的控制”“我国企业年金
制度研究”“全面风险管理对我国财产保险公司风险管理的启示”“现代股票投资理念浅析”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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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也许有人会提出，没有将保护监管对象即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的合法权益作为监管目标，是否公
平？
此问看似合理，其实不然。
事实上，被保险人对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和保险产品的认知程度是极为有限的，即使是一个高度
透明的企业，消费者也难以对它了如指掌，而且也没有这个义务，事实上也无法实现。
不知情的需求者与知情的供给者之间的交易，显然是不公平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信息不对称”。
作为行使政府职能的监管者既要维持公平，但又不可能强行要求需求者必须掌握其本来就无法得到的
信息，也不可能强行要求供给者必须忘却其本来就已经掌握的信息。
现实与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法律和规则，对供给者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制约，同时规定-些强制性的信息
披露要求，让需求者尽量知情。
同时，也鼓励需求者掌握尽量多的信息和专业知识，提高判断力，并且对自己的选择和判断承担相应
的风险。
显然监管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防止被保险人的利益可能因不知情而受到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公司的
恶意侵害。
　　那么，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的合法利益由谁来维护呢？
问答很简单，应当由其自己依法维护。
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拥有独立商业人格，法律法规对其权利义务有明确规定，同时它们也必须能
够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
任何部门、单位、团体和个人如果侵犯了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的合法权益，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
机构应当也能够依法要求维护自己的权益。
平等民事主体侵权，受民法、民事诉讼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约束；保险监管部门和工商、
税务部门等部门侵权或行政行为不当，受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约束。
作为一个独立法人，保险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拥有自己的专业人才、法律顾问和相当的财力、物力。
严格地讲，在法制经济环境中，一个没有依法保护自身权益意识和能力的企业，是没有生存和发展资
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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