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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告知义务制度，作为保险契约法上一个传统而又独特的固有制度，是保险业合理营运之制度基石；没
有科学而又合理的告知义务制度之建构，就不可能有保险业的稳健经营与有序发展。
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保险实务与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最易引起争议而又难以为人理解的规则，因而成为
保险立法史上一个最具活力和最容易作为立法改革对象的精灵。
因此，本文专题研究告知义务，所要回答和解决的中心议题是：它是如何形成的，其存在的合理依据
是什么？
它又是如何发展的，其变迁的内容与实质何在？
以及在保险业业已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它仍有存在的正当理由吗？
其规则如何建构方达其本旨？
作者站在“肯定论”的立场上，运用法律解释学、法史学、法经济学以及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作了深
入而系统的研究。
    第一章界定告知义务制度的功能及性质。
保险业的特殊性－－保险人依赖被保险人告知或披露的事实或信息决定是否同意承保及以何种条件承
保，决定着告知义务之于保险合同法的固有性；其制度安排之目的与功能在于要求投保人为保险人在
选择与评估危险时提供协力，以排除不良危险之混入、促进危险分担之公平、维持危险共同体之健全
；其在制度、规范及义务等层面之性质为先契约义务、片面的强制性规定及不真正义务；并澄清了告
知义务与保险契约关系上的一些争议，其基本结论是：告知义务并非保险契约之内容，而为保险契约
之动机或诱因；并非保险契约之要约邀请，而为投保人单方面之声明；并非保险契约之成立要件，而
为契约上权利存续之要件。
    第二章探讨告知义务制度之立法根据。
以两大法系有关告知义务制度之学说史及其演进为中心，相继考察了射件契约说、瑕疵担保说、最大
善意说、意思合致说与危险估计说之基本观点及其立论基点，并剖析了各说之合理性或者缺陷；在此
基础上，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张现代告知义务制度之立法根据应立基于“善意与衡平”理念之
上，其基本结论是：保险法上告知义务制度之立法根据在于以善意或诚信为出发点，凭借投保人告知
义务之履行，以达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在个别契约关系上之对价平衡，以及在危险团体成员间之危险分
担公平。
    第三章追溯告知义务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演进过程。
告知义务制度以“推定被保险人更了解重要事实”为前提，滥觞于海上保险时期。
在自确立起至今天近300年的历程中，历经了从判例法到成文法的创制过程，发生了从客观主义到主观
主义、从无限主义到有限主义的理念革新，从严格走向宽松的法律改革；到20世纪下半叶，国际上甚
至出现了“存废之争”。
历史表明：告知义务已不再是一个基于老式道德要求的宽泛的披露义，它已经完成了从片面保护保险
人到公平合理保护整体投保大众－－保险协同体之立法理念与立法技术变革，仍然应当予以保留，其
未来之价值取向为鼓励保险诚实、节约交易成本、实现对价平衡追求利益衡平。
    第四章论证告知义务制度在经济学意义上之合理性与正当性。
告知义务制度的经济分析是告知义务制度研究方法创新的尝试。
在告知义务制度价值上，公平与效益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信息不对称理论表明，     因保险交易中当事
人间信息不对称而弓引起的保险市场中的逆选择问题，是告知义务形成的基本经济根由而根据信息－
－再分配性事实理论，投保人所拥有的有关保险标的危险状况之优势信息，不可能带来财富分配的有
效性，只能导致财富再分配的无效率性，因而不具备经济上的可激励性，是告知义务合理性的经济理
由之一。
同时，按交易费用理论，基于保险业对于危险信息及其分类所具有的高度依赖性，构建告知义务制度
的目的，在于如何通过立法引导并促使投保人真实地向保险人披露信息而不是让保险人花费很大的成
本去收集信息，以节约保险交易之信息成本；正是基于“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通常是：价的信息提供
者”这一基本事实，是法律要求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的又一正当的经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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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解构告知义务制度的基本范畴。
立足于我国，《保险决》有关告知义务制度的相关规定，着眼于告知义务制度之未来重构，通过考察
现行规定在实务中所引发的争议及所带来的问题，就告知义务人、告知履行期、询问表制度、知悉与
应当知悉规则、重要事实规则、诱因规则、告知范围限制规则等基本范畴或具体规则，分别寻求了两
大法系在相关立法、学说及判例等方面的理论支撑，并在此基础上就完善我国法律规则提出了自己的
解与理由。
其基本主张是，应基于对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在个别性契约关系和团体性契约关系二个层面之“双
重”利益衡平及其综合考量理念，根据我国保险业之现状与未来，借鉴国外之先进经验，重构我国告
知义务制度之具体规则。
    第六章剖析告知义务违反之法律效果及法律救济机制。
通过比较两大法系有关告知义务违反之成立要件、立法原则、认定标准，追溯立法例上从无效主义到
解约主义之演进趋势及价值取向，考察国外尤其是英美法上阻却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制度安排及其借
鉴意义，揭示了我国保险法相关规定之缺陷及疏漏，即在投保人故意隐瞒情形之下，我国现行规定只
重投保人主观之心理，而轻所隐瞒之事实是否重要及与保险事故间因果关系之有无；而在投保人过失
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时，我国现行规定虽强调未如实告知事实之重要性及与保险事故间之因果关系，但
因不分投保人之过失属重大过失抑或轻微过失而失之过苛。
与此同时，我国现行规定对保险人解除权行使之阻却事由漏而未定，殊失公平。
由此主张，应在上述“双重”利益衡平理念指导下，完善相关规定，以弥补其缺失。
    第七章比较与告知义务相关之范畴或制度。
从目的——功能论出发，通过考察保险人订约时之说明义务，以及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订约时之保证义
务、危险增加时之通知义务、事故发生时之通知义务等规范之法理依据及本旨，比较其与告知义务之
区别与联系，以期对告知义务范畴之内涵与外延作出符合法律规范之目的的解释与界定。
    最后，基于上述研究所得，提出了完善我国 《保险法》第17条规定之见解，并草拟“修正意见”，
以为本文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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