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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保险是建立在社会互助基础之上的一种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的经济补偿制度。
虽然防灾减患，最大可能地减少各种风险带来的损害是人类社会的本能，无论中外，人们都探索出了
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这些方式方法中都蕴含着现代保险制度的胚胎。
但是，建立在数理基础上的现代保险制度却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最终在西方形成的。
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一直没有形成商业保险的客观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原始的保险形态一直
无法演变为现代形式的保险制度。
在西方，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保险制度在近代得以蓬勃发展，保险立法也日益完善。
    19世纪随着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扩张，现代保险制度被带到了中国，于是保险业开始在中
国逐步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作为一个新兴的具有很强的技术性规范的行业，我国近代保险业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向西方学习模仿的
过程，当时行业规范基本上是外资保险业的模本。
同时，在外力作用的推进下，中国开始了对传统的法律体系的变革，从而全方位地移植西方法律的工
程被启动，保险法自然也包括在内。
于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一方面，现代意义的保险业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发展、推进
，在中国传统的法律中不可能找到对这种新兴行业的规范，国外保险业的规范已在中国被普遍适用；
另一方面，国家法律的宏观架构亦是仿行西法，于是在内外因素交互作用下，保险法的移植遂成为一
种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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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693年英国人埃德蒙·哈雷制定出第一张按复利计算的死亡率表，从而揭开了保险进入到了科学
计算时代的序幕。
19世纪中叶，这种死亡表运用于人寿保险。
如果说人类具有抗御风险的普遍需要是保险得以存在的基础，那么，概率论的技术条件就是实现保险
社会价值的桥梁。
预测损失可能的数据接近实际发生的损失，正是大数法则提供给人们的认识损失发生规律的最接近准
确的方法，从而摆脱了经验方法的束缚，使保险的发展借助了科学的动力。
　　（四）商业保险　　对保险的分类以不同的标准有不同的类别，其中基于经营目的及职能作用的
不同而将保险分为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商业保险的保险费全部由投保者承担，保险人经营保险是以
营利为目的的；社会保险则是国家为了保障社会成员生活福利而提供的各种物质帮助措施，它不以营
利为目的，多由国家的专门机构管理。
①商业保险从属于商品经济，须适用商业性的经营原则。
这就要求商业保险人以效益为中心、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将保险按商品价值规律来经营。
具体说来，保险经营就是保险企业根据大数法则②，从大量同质的风险中测知特定风险可能造成的损
失，并据此确定合理的费率，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向所有的投保人收取保费，建立保险基金，当少数
的被保险人遭受约定的风险损失时，用保险基金给予经济上的补偿。
　　本书论及的保险，仅指商业保险。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商业保险是随着现代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而产生的一种分工方式，就是让最熟
悉风险的人——保险人来承担风险。
从被保险的个人或单位的角度看，他支付了少量费用——保费，而把遭受损失的风险转移给了保险人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代保险立法移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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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