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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关于再保险理论与实务的好书

——评胡炳志的专著《再保险通论》

罗　莹
　　随着中国保险立法进程的加快和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 再保险市场的构建及完善已经成为健全中国保
险市场必不可少的紧迫条件之一, 而目前我国保险界又十分缺乏谙熟再保险知识的专门从业人员, 因此对再
保险理论与实务进行探讨无疑显得非常重要。武汉大学保险学系教授胡炳志所著的《再保险通论》(武汉大学
出版社1996年出版, 以下简称《通论》) 正是从这一目的出发, 全面而详尽地介绍了国际再保险的有关理论和
具体做法, 并以其深厚的理论与丰富的实例, 成为再保险著作中的佼佼者。综观全书, 有如下一些特色:

第一, 该书整体结构框架严谨完整, 内容含量大。
再保险是保险业务经营管理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由于再保险业务本身的特殊性, 它又与直接保

险有很大的区别, 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的理论研究。《通论》一书即成功地体现了“通论”的特点, 详尽地阐述
了有关再保险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再保险分保业务的实务经营, 在对再保险的发展历史进行简短回顾的基础
上, 探讨了再保险的发展规律, 并全方位地透视了世界再保险市场的现状、惯例及发展趋势。全书共分十三
章, 第一、二两章介绍了再保险的概念、再保险与原保险的关系及再保险职能作用等基本知识; 第三、四、五
章则针对再保险合同与法律、再保险的组织经营和再保险市场等问题进行宏观上的论述; 从第六章开始, 该
书细致地说明了再保险的几种安排方式, 对比例再保险和非比例再保险的经营、再保险的安排与规划以及实
务中应当注意的问题作了深入讲解, 并具体介绍了分出与分入业务的实务做法; 在最后一章作者还对再保险
进行了数理分析, 并以大数法则为基础, 研究了再保险实务中应当高度重视的财政稳定性问题。总体看来, 全
书篇章结构紧凑, 逻辑体系严密, 内容安排也涉及再保险理论和实务的方方面面, 既突出了再保险自身的特
性, 花大量篇幅介绍了再保险业务的特有规律, 又省去了再保险与一般保险相同做法的介绍, 使之与直接保
险水乳交融。在整体内容的涵盖范围方面, 该书的理论与实践部分写作跨度相当大, 不仅有历史的发展规律
研究和再保险的纵向趋势分析, 还处处体现出横向的国际再保险经验总结及现状对比, 内容相当丰富。此外,

再保险在原则上要求比直接保险具有更为精确的数理统计分析, 这为保险从业人员掌握再保险实务操作增
加了一定的难度。为此, 该书作者运用了不少数学模型和公式, 进行了周密严谨的归纳分析和理论论证, 以
十分浅显的语言来加以表述, 辅之形象的说明, 从而使该书更能为一般的保险实务工作者所接受, 同时也便
于再保险知识的入门和自学。作者突破了再保险精算只重视数学模型, 忽视应用性研究的倾向, 也一改再保
险理论专著对数学分析着墨不多的写作方式, 在再保险理论尤其是实务方面展开了大量的定性与定量分析,

熔深刻的理论和通俗的文字于一炉。这不仅反映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 同时也为读者系统了解再保险的规
律提供了参考。

第二, 该书理论与实务切合紧密, 论述条理清晰。
再保险是一项理论性和实务性都很强的业务, 如何有机地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并加以融会贯通, 对此作者

下了很大一番功夫。以前理论界也不乏一些有关再保险的专门著作, 然而这些著作不是未提及实务, 就是理
论过于浅显, 很难适应当前保险业发展的要求。《通论》一书则以兼备理论和实务为基本的出发点, 在每一
篇章的阐述中都举例加以说明, 引用的材料既有近几年的最新统计数据, 又有作者长期研究实践中总结出的
业务实例, 具有很强的实务操作性。对一些难度大的问题, 如分入分出业务的收益估算、再保险具体险别的
安排与规划、帐单项目的处理等内容, 作者花了大量的篇幅详细解释其具体做法, 给出了不少实例分析。在
语言的安排方面, 作者力求深入浅出, 便于读者理解和掌握。关于再保险理论, 该书深刻地剖析了再保险的
组织经营、再保险市场及其变化、再保险合同的条款和再保险的规划与安排等内容, 全面地反映了再保险这
一特殊保险形态自身独特的运行方式; 关于再保险的具体业务经营, 该书又详尽地阐述了承保、转分、确定
自留额和分保额、财务匡算等实务做法, 并注意联系实际进行分析。全书的论述条理非常清晰, 对需要深入
把握的合同条款内容及超赔分保的再保险费率厘订不惜泼墨加以系统介绍, 对简单的分保程序和临时再保
险安排则一笔带过, 重点突出, 主次分明。为了使该书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方便读者了解国际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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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行作法, 作者对再保险实务中出现的关键词句均用英语或其他语种作了注释和讲解, 这一方面是出于再
保险国际性特征的考虑,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再保险实务工作者在具体业务中开展工作。这种夹注英文概念及
条款的方式更便于读者轻松地掌握国际再保险的必备知识, 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也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第三, 该书在介绍再保险业务的基础上, 提出了自已的学术观点, 有一定的新意和理论深度。
《通论》不仅是一部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佳作, 更是一本颇具理论水准的再保险专著。在此之前, 国内曾

有过几本再保险理论著作, 这几本再保险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再保险理论进行了研究探讨, 然而保险法的
出台以及近几年国际再保险市场上发生的波动和显著变化, 又对研究再保险的学者提出了新的要求。《通
论》一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由作者潜心探索再保险领域的有关理论而成的最新学术成果, 也是作者多年
教学实践心血的结晶。该书对再保险业务和国际惯例作了全面的阐述, 作者在吸收前人理论和借鉴国际经验
的同时, 也在某些章节中提出了自已的观点。例如, 在谈到再保险的基本概念时, 作者指出危险单位的划分、
自留额和分保额的确定对再保险实务工作非常重要, 并认为危险单位的划分并非一成不变, 而且要和最大可
能损失的估计联系起来; 在分析再保险合同的性质时, 作者则精辟地指出它是一种性质特殊的责任保险合
同; 在探讨再保险的组织经营方式时, 作者不仅对国有再保险形式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还针对再保险经纪人
的作用和选择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等等。它们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开拓性。令人赞赏的
是, 该书是作为武汉大学本科生系列教材来出版的, 为了启发学生的专业思维能力, 巩固初学者的再保险基
本知识, 该书作者还特意在每一章后设置了若干与该章内容相关的思考题。其难度有深有浅, 有的问题还可
以作为专门课题来研究, 这对再保险有关理论研究的发展无疑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总之, 正如作者在前言
所说的那样, 《通论》是“一本通俗易懂而又不乏深度与广度的《再保险》读物”, 而且“由于作者的职业特
点, 使得本书既通俗易懂, 又具有理论深度、知识容量大的优势, 因而其适用范围将很广泛”, 既可以供再保
险理论研究者参考, 又可为再保险实务工作者研读, 还可以作为经济类相关专业学生的保险知识读本。当然,

该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相信再版之后, 这些会得到改进、充实和提高。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金融保险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向运华)

(上接67页) 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等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利都受法
律保护, 不容侵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国家对劳
动力市场也要进行调控, 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 比如制订劳动力市场规则, 通过劳动监察体
制来监控劳动力市场运行, 推行劳动仲裁制度, 保证劳动力交换双方的合法权益, 维护市场
公平竞争秩序, 通过分配方面的立法等手段, 调节分配关系, 以加强和巩固劳动者的主人翁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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