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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曾作为中国人保财险股份有限公司的首批博士后跨入保险行业进行深造，2006年出版了《董事责任
保险制度研究》一书，这是国内第一本董事责任保险专著。
在高校从事科研工作期间，我在金融法、保险法的研究方面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
同时，我也有幸参与保险公司的法律合规管理工作，从实战中获得了更多的认识，这让我对保险法情
有独钟。
本书是我在金融与保险法领域从事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期间的一个阶段性小结。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格致出版社麻俊生先生与我联系写作本书时，我欣然应允，并答应以编著的形式来
写作本书，以借此机会使自己对保险法领域的认识更加富有逻辑，更加符合保险法的现实特点。
本书的特色主要在于如下两个方面：（一）重在分析保险法的实际运作保险法是技术性非常强的法律
，加之我国保险法理论研究的基础薄弱，对于保险法的理论研究还有很多尚待开垦的领域。
一般的保险著作，多注重纯粹的理论分析，或者依托法条进行分析，缺乏体系化的梳理。
初学者从中往往难以找到实践的影子，加之保险法的技术性规则太多，理解起来过于困难，加大了初
学者的畏难情绪和学习难度。
因此，笔者考虑以一种相对简练和朴素的行文方式，并大量引证保险公司的条款以及监管规定来讨论
过于生涩的理论问题。
同时，在每章之后都附有相关的简短案例，使读者能够结合所学知识对保险法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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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在金融与保险法领域从事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期间的经验总结。
全书共分三篇，分别是总论、保险合同法和保险监管法。
总论主要讨论保险法治基本原理和保险的法律界定问题，阐明作者对保险法基本原则的认识。
保险合同法部分首先概述该法的基本原则、基本原理和效力等，然后分别从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两方
面展开专题论证。
保险监管法部分则集中讨论了该法的理论基础、组织监管、市场行为监管、审慎监管和中介监管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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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
2003年至2005年，作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首批金融与保险学博士后，师从王和副总裁及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张洪涛教授从事责任保险研究。
先后参与中国保监会、司法部等机构的课题研究，主编或参编保险学、法学著作多部，在《保险研究
》、《人民司法》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4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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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不确定性。
危险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具体来说，危险发生的时间是不确定的，危险的大小是不确定的，危险发
生的地点是不确定的，等等。
因此，客观存在的危险发生的不确定性，是危险固有的内在本质。
3.普遍性。
危险的普遍性表现在危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在现实社会中，无论人们的年龄、性别、职业、职务怎样，无论何时，也无论身处何地，人们总会面
临各种各样的危险，比如各种自然灾害、疾病、伤害、战争等。
4.社会性。
危险与人类社会的利益直接相关。
危险的存在只有当其对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害或损失时，才对人类成为威胁，成为一种危险。
无论何种危险，都是相对于人身及其财产而言，也就是说，危险的后果最终都是由人来承担的。
自然界发生的各种灾难，如地震、海啸等，如果没有给人类社会带来影响，则不属于保险上所界定的
危险。
因此，危险具有社会性。
5.可变性。
危险可变性是指危险的性质、数量、发生与否等在一定条件下是变化的。
危险的发生可以随着人们对危险认识的提高和管理措施的完善而发生变化。
某些危险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控制，可降低其发生的频率和损失程度。
如修建具有抗震功能的房屋可有效防范房屋的坍塌给人们的财产和人身带来的损害，加强对机动车的
管理可以有效降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频率。
6.损失性。
危险的后果必然是对人身及其财产的安全造成威胁、形成危害。
损失是危险的必然结果，只是损失的大小程度不同。
当然，由于危险是未来发生的，而不是过去和现在存在的，因此，危险造成的损失一定是未来的损失
，而不是过去或现在已经存在的损失。
（三）无损失.无保险这里所说的损失，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它所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
由于危险事故的发生导致人们的财产损失，或者由于生命的丧失、健康的损害而导致人们的经济利益
的损失。
保险的机理，就是要对此类直接或者间接的经济方面的损失提供一种经济上的保障。
具体来说，在保险制度中，危险的发生是保险产生的基础性原因。
保险的功能就是转移或分散因不幸事故所带来的损害以及由此所遭受的经济上的不利益。
保险通过将众多面临同质危险的人集中起来，收取保险费建立保险基金，从而对属于保险事故引起的
经济上的不利益实现分担。
因此，只有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才能由保险人提供经济补偿或保障。
否则，保险机制就发生异化，引发类似赌博的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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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保险法》：高等院校法学精品课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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