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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渔业保险和渔船安全是一个相对狭窄偏僻的研究领域，在大专院校和研究院所基本被边缘化，报
刊也没有自己的学术平台，因而研究成果甚少。
《渔业保险和渔船安全论文集》作者既有长期基层工作经验，又有丰富的全国层面工作经历，具有渔
业海事处理专家、渔业保险实际操作者特殊身份，其研究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有切中焦点难点的
敏锐，有长期跟踪研究的优势。
其研究的范围也十分广阔，涵盖了渔船保险、水产养殖保险、外国渔业保险、渔业保险政策和模式、
渔船安全管理、船员安全事故分析、渔业渔船海事统计、防风减灾和渔港监督管理等诸多内容。
对渔业保险和安全的经营业者、管理者、组织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渔人小品部分是作者业余时间的文学爱好，奉献给读者交流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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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颖士，1957年生。
大连理工大学造船系工学学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研修班毕业。
高级工程师。
曾任辽宁渔港监督局局长。
现任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兼任中国渔业协会副会长、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分会副会长、大连獐子岛渔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华农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副主席、《当代作家评论》董事会董事
；《中国渔业经济》编委会编委、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委员、仲裁员等多项职务。
长期从事渔业经济、渔业安全、渔业保险和海事处理等管理和研究工作；也为报刊撰写专栏文章。
编著出版专业书籍10种，发表论文几十篇，2005、2006、2007、2008年连续有论文被《中国渔业年鉴》
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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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部分　渔业保险导言论现代渔业建设中的渔业保险制度中国渔业政策性保险实践中的几种模
式我国关于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政策发展脉络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十四年的基本实践和主要经验
中国农业政策性保险研究十五年综述论渔船船员风险和渔业保险十年一剑海不扬波积极稳妥地发展我
国渔船船东互保事业韩国水产养殖品政策性保险试点情况研究台湾地区渔船保险制度研究日本渔船保
险制度研究韩国渔业政策保险研究与分析日本、韩国的渔船保险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水产养殖保险
起步艰难任重道远第二部分　渔船安全导言论新时期我国渔业船舶安全管理工作中国渔船碰撞事故分
析中国渔船船员职业安全分析渔船船员生产事故死亡经济赔偿问题的思考论近年台风等海洋灾害对我
国渔业的影响对渔业船舶安全问题的认识与行动试论渔船与商船的碰撞事故辽宁省渔业船舶近十年海
损事故综述紧迫而艰巨的任务--谈小型渔船安全工作综合治理海隆号冷藏加工船火灾事故分析对我国
渔船安全统计分析的思考--《中国渔船安全分析报告（1999～2003）》前言对我国渔船安全统计分析
的再思考--《中国渔船安全分析报告（1999～2005）》前言我国渔业船舶事故统计制度研究对我国渔
业船舶水上安全事故统计、报告制度形成的研究现行渔业船舶水上事故统计结果偏少的原因分析附文
　渔人小品导言学无止境学习之妙月末盘点深化问题投资生命培育思想读什么读到中年感觉心跳百年
风采走出来午夜灯光少点遗憾读书度人与科学同行书房像什么？
书能治俗历史的负担读读停停文章的灵魂平静地面对“图文时代”的到来你最近读什么书了？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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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国内渔业保险的探索和实践我国渔业保险是发展比较早的险种，新中国成立以后，1950年就设
有险种，开始经营。
1982年我国恢复保险业之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就与农业部合作开展渔船保险，水产养殖保险。
在90年代初期已经形成一定规模。
1994r年由农业部主导，民政部批准成立中国渔船船东互保协会，2007年更名为中国渔业互保协会。
经历长达14年的实践和探索，目前国内渔业保险的发展主要有四种模式：　　一是中国渔业互保协会
主导的模式。
由协会制定条款并出具保单，各办事处、代办处、分理处按权限开展承保理赔业务，由协会统一安排
再保险以分散巨灾风险。
　　二是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与省地方渔业互保协会的共保模式。
由地方协会出具保单或联合出具保单，按比例承担风险，按协议处理承保、理赔业务，参照保监会规
定安排再保险。
如浙江、山东渔业互保协会的合作模式。
三是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与商业保险公司的共保模式。
按协议由双方或单方出具保单，分工承保，理赔业务。
如上海、海南、福建的渔业保险试点模式。
四是中国渔业互保协会，省互保协会和商业保险公司的共保模式。
有省互保协会出具保单，　　三方按比例承担风险，按协议处理承保、理赔业务，如广东省的试点模
式。
除这四种模式之外，在一些地区商业保险公司也经营一些渔业保险，但规模不大，没有政策性扶持，
我国渔业保险市场基本上是由全国渔业保险系统所主导。
　　2008年渔业保险将达到5亿元左右，农业部及地方政府各级财政补贴也已达到8000万元。
在我国渔业保险制度的探索中出现这么多模式，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创造性，也来源于渔
业主管部门和中国渔业互保协会的推动和指导。
也基本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取向。
从法律法规上讲，国家对互助保险组织没有明确的规定。
体制、机制和产权关系等都还处于探索、试验阶段，要求一个统一的模式于法无根、于规无据。
1998年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不得再设分支机构，这对
协会基层组织的建立产生了极大地限制，严重制约协会自下而上整体发展的法人治理结构的体制和机
制。
从财政补贴上讲，地方政府补贴先行，国家财政补贴滞后。
开展渔业保险有些省、直辖市十分重视，给政策、有补贴，这样有法人地位的地方渔业互保协会成为
政策性保险的主体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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