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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以保险基本理论、风险理论、业务经营、保险监督管理为主线，详细论述了保险市场、保险主
要业务、保险经营以及公司监管等内容。
同时，本书面向保险市场介绍了公司经营的主要险种、公司经营的主要环节，如承保、核保、分保、
投资和理赔等内容，有利于学生在掌握基本理论的前提下，尽快熟悉保险业务，掌握实用保险知识，
奠定坚实的专业基础。
本书每一章都设有明确的学习目标，文中穿插了典型案例并配以相关资料，以扩大学生视野，激发学
习兴趣。
另外，本书特有的课堂讲座内容使学生能够对所学知识加以运用，提高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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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风险与保险　　第一节　风险与风险管理　　一、风险的含义　　（一）风险的定义与
本质　　保险存在的自然基础在于风险的广泛存在。
对于风险的定义，理论界有下述几种学说。
　　1．损害可能说与损害不确定说　　损害可能说认为风险就是损失的可能性。
损害不确定说认为风险是费用、损失或与损害相关的不确定性。
损害不确定说认为风险可以用概率来表示：概率在0至1／2时，随着概率的增加，风险也逐渐增大；当
概率等于1／2时，风险最大；当概率在1／2至1之间时，风险随概率的增加而降低。
　　2．预期结果与实际结果变动说　　根据这种学说，风险是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期内可能产生
结果的变动。
所以，如果事件只有一种可能的结果，那么风险就不存在；可能的结果越多，风险就越大。
　　3．风险主观说与风险客观说　　风险主观说认为风险是个人对客观事物的主观估计，没有客观
的衡量标准。
风险客观说认为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所以可以用客观的尺度进行衡量。
　　我们认为：风险是在特定环境下某种随机事件发生后给人的利益造成损失的不确定性。
其中，不确定性是风险的本质。
世间万物都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人们的主观意识对于客观世界变化的把握始终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
，因而是有限的。
意外的变化或难以确定的因素永远存在，构成了风险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基础。
　　（二）风险的三要素　　1．风险因素　　风险因素又称风险条件，是促使或引起风险事故发生
，或在风险事故发生时，致使损失增加、扩大的条件。
风险因素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1）实质风险因素，又称物质风险因素，指增加标的风险发生
机会或损失严重程度的直接条件。
实质风险因素是一种有形因素。
例如：干燥的气候会引起或增加火灾发生的机会；湿滑的路面容易引起车祸。
　　（2）道德风险因素，是一种与人的品德修养有关的无形因素，指由于人的恶意行为或不良企图
，故意促使风险事故发生或扩大已发生的风险事故所致的损失程度。
如纵火骗赔、盗窃、抢劫、贪污等。
　　（3）心理风险因素，指由于人们主观上的疏忽或过失，以致增加风险事故发生的机会和扩大损
失程度的因素。
心理风险因素也是一种无形因素。
例如：由于投保人的疏忽，出门忘了锁门，增加了偷窃风险的发生；锅炉工忽视了及时给锅炉加水，
增加了发生爆炸的可能。
道德风险因素与心理风险因素有时也可以被统称为人为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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