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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险研究》

内容概要

《21世纪高等院校研究生精品教材:人身保险研究》主要内容包括：人身保险（保险）的几个基本理论
问题分析（学科性质、人身保险性质、人身保险功能和人身保险作用等）；人身风险分析及管理思考
；人寿保险特征（与财产保险的区别）；人身保险产品的分类、结构与创新（人寿保险、健康保险、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团体保险以及创新险种等）；人寿保险合同及常见条款的若干问题分析；人寿保
险费率厘定及责任准备金提取问题；人身保险企业组织形式及其公司治理；人身保险市场结构与绩效
评价；人身保险交易成本及其影响因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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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陶存义
男，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教授。兼任全国保险专业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
会副秘书长、中国保险学会理事、北京保险学会副会长、民政部灾害评估与风险防范重点实验室学术
委员会委员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保险市场研究中心主任。
　　先后在《保险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2部，编著、主编、副主编或参编
各类教材30余部。其编著的《保险会计学》教材获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曾获得北京市优秀青年
骨干教师称号以及校级科研、教学等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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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人身保险(保险)学科性质研究
第一节 人身保险(保险)学科性质研究背景
第二节 人身保险(保险)学科性质研究主要观点
第三节 人身保险(保险)学科性质研究的不足
本章思考题
参考文献
扩展阅读
第二章 人身保险(保险)性质研究
第一节 国外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
第二节 国内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
第三节 对人身保险(保险)性质与本质的思考
本章思考题
参考文献
扩展阅读
第三章 人身保险(保险)功能研究
第一节 人身保险(保险)功能研究背景
第二节 单一功能与基本功能论
第三节 二元功能论
第四节 多元功能论
第五节 保险功能新论
本章思考题
参考文献
扩展阅读
第四章 人身保险(保险)作用研究
第一节 人身保险(保险)作用研究综述
第二节 人身保险(保险)宏观作用论
第三节 人身保险(保险)微观作用论
第四节 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本章思考题
参考文献
扩展阅读
第五章 人身风险与管理研究
第一节 风险与风险管理的一般理解
第二节 人身风险及其特殊性
第三节 人身风险管理思考
本章思考题
参考文献
扩展阅读
第六章 人寿保险特征研究
第一节 人寿保险在人身保险中的地位
第二节 人寿保险特征分析
本章思考题
参考文献
扩展阅读
第七章 人身保险产品与创新研究
第一节 人身保险产品的历史演变
第二节 人身保险产品体系与市场适应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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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各类人身保险产品的特征
第四节 人身保险产品创新思考
本章思考题
参考文献
扩展阅读
第八章 人寿保险合同与常见条款研究
第一节 人寿保险合同及其演变
第二节 人寿保险合同的法律特征
第三节 人寿保险合同常见条款与优化
本章思考题
参考文献
扩展阅读
第九章 人寿保险费率厘定及责任准备金提取问题研究
第一节 现代人寿保险精算原理的产生
第二节 人寿保险费率厘定及相关问题思考
第三节 寿险责任准备金提取及相关问题思考
本章思考题
参考文献
扩展阅读
第十章 人身保险企业组织形式与公司治理研究
第一节 人身保险企业组织形式及其特征
第二节 人身保险企业治理结构的特殊性
第三节 不同组织形式的人身保险公司效率评价
本章思考题
参考文献
扩展阅读
第十一章 人身保险市场结构与绩效研究
第一节 人身保险市场结构及其演变
第二节 人身保险市场绩效影响因素
第三节 人身保险市场绩效实证分析
第四节 人身保险市场结构优化与绩效改善
本章思考题
参考文献
第十二章 人身保险交易成本及其管理研究
第一节 人身保险交易成本概述
第二节 影响人身保险交易成本的主要因素
第三节 人身保险信用产权界定与人身保险交易成本
第四节 人身保险公司治理结构与人身保险交易成本
第五节 信息不对称与人身保险交易成本
第六节 人身保险监管与人身保险交易成本
本章思考题
参考文献
扩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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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保险所具有的一般金融行业的特征　　保险与银行、证券并称为金融行业的三大支柱，是
因为保险具有一般金融行业的特征：　　一是保险与银行、证券都是以货币为存在形式。保费的收取
和理赔的支出都采用货币的形式，以货币为媒介而发生。保险标的的价值和潜在风险，以及保险利益
也必须能够用货币来衡量。　　二是保费的分散收取和集中使用具有资金融通的性质。样本基数足够
大才能使得大数法则更准确地实现，保费从这足够大的基数中收取，再按照大数法则的精算结果支付
到发生风险的个体，完成了资金融通的过程。　　三是保险资金的运用具有投资性质。无论是财产保
险还是人身保险，保险资金从积累到支付都会经历一段特定的时间，为了克服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
，实现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保险人必须通过对这部分资金的投资操作来确保将来的支付。　　（
三）保险与银行、证券的根本区别　　保险的本质决定了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有着根本的区别：
　　第一，保险业中的货币仅仅实现了货币的购买职能和支付职能。投保人付出的保费是风险分散的
精算结果，从保险原理上来讲，保险所提供的保障不会超过投保人损失的总量，即保费的总额；而银
行业与证券业中的货币已经转化为资本，以获取增量的货币为目的，具有天然的增值性。可见同样是
以货币为存在形式，货币在保险行业和其他金融行业运作的过程中所发挥的职能却是并不相同的。　
　第二，保险只有融资的形式，而没有融资的内容。虽然保险人收取保费、集中运用表现出融资的形
式，但是就内容而言保险的资金融通是一种互助共济的经济关系，是为了克服风险不确定性，通过分
散和集中的融资形式而实现保障的功能。而其他金融行业的融资行为，或直接（证券业），或间接（
银行业）地就是为了实现资本的增值。因此，保险的资金融通与银行业、证券形式相同，但内容是不
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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