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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估研究领域的填补空白之作

——评《保险公估的原理与实务》

杨小岩

　　保险公估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的英国。但作为一

种保险中介组织, 在我国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才逐步发展起来

的。对保险公估的理论研究, 也才刚刚起步。李琼同志的专著

《保险公估的原理与实务》(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8 月出

版)是我国研究保险公估理论的第一部著作, 也可以说, 是这

个研究领域填补空白之作。

这部著作以重要的篇幅对保险公估人的特征、职能与地

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和论证。由于保险公估业在我国刚

刚发展起来, 许多人对它缺乏必要的了解, 在认识上还存在

一些误区, 特别是容易把它与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相混

淆。本书首先从各自不同的法律地位、进行业务活动的不同

的名义和承担不同的法律后果三个方面将保险公估人与保

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严格区别开来。并进一步对保险公估

人的市场地位、市场功能与市场资格进行准确的定位和论

证, 指出: 第一, 保险公估人执行保险公估业务, 既不代表保

险人, 也不代表被保险人, 具有超然的独立性, 与保险代理

人、保险经纪人所处的市场地位不同; 同时, 在开展保险公估

业务的整个过程中, 保险公估人不仅保持自己的独立的思维

方式和判断标准, 而且在撰写保险公估报告时, 不受任何行

政权力等外界因素的干扰。第二, 由于保险公估人具有评估、

公证和中介的职能, 在保险公估业务活动中又始终保持独立

和公正的立场, 这样就可以充分行使自己的保险公估的市场

功能, 不仅可以公正合理地处理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双方在承

保和理赔工作中可能产生的种种矛盾, 又可以大大降低保险

成本。即使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双方的矛盾一时不能妥善解决

而必须提交诉讼时, 由于保险公估人在履行公估事宜时所出

具的证明的权威性, 也可以使双方免于卷入繁琐的仲裁和诉

讼程序。第三, 针对某些人对保险公估人存在必要性的怀疑,

本书从保险公估人的市场资格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指出保险公估人一般都由有经验的理赔技术专家组成, 他们

不仅通晓专业技术知识, 而且可以将这些专业知识与其所掌

握的保险、法律和经济等多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 这样就可

以保证自己的工作适合中介市场的特定需要。本书作者对保

险公估人的这种准确的定位和论证,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开拓

性工作, 既体现本书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 又体现本书具

有相当强的现实针对性。

这部著作的又一特点, 是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我国保险公

估业的发展所面临的四大矛盾: 一是保险公估人独立与公正

的性质与现实生活中难以保证独立与公正的矛盾; 二是保险

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与保险公估供给不足的矛盾; 三是保险

公估专业技术含量较高与保险公估从业人员素质相对较低

的矛盾; 四是保险公估自身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

等等。作者对此都进行了相当中肯而又深刻的分析, 并提出

了相应的对策, 这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 本书对我国保险公估人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还进行

了具体的框架设计和前瞻性的预测。特别是作者针对我国面

临即将入世的大好机遇和严峻挑战, 提出了若干政策性的建

议, 更是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作者指出, 中国保险公估市场

的对外开放, 应遵循保险市场开放的客观规律, 作出正确的

适度的选择。开放度过大固然不好, 因为让国外实力雄厚的

公估机构大量涌入, 势必冲击我国现在还十分幼稚的保险公

估业, 挫伤自己的元气; 但是保险公估业的开放度过小也不

好, 因为这可能使过度保护的民族保险公估业丧失从国际竞

争中吸取营养、积累经验的机遇, 由于长期缺乏国际竞争的

压力而形成单一的卖方市场, 进而失去技术进步的动力。那

么, 如何把握我国保险公估业对外开放的度呢? 作者在书中

提出了三条政策性建议: 一是有限制地开放保险公估市场,

确保保险公估市场中外资与内资的合理比例; 二是有选择地

开放保险公估市场, 不仅对国外保险公估的资本, 而且对国

外保险公估的专业技术都要进行必要选择, 以利于促进我国

保险公估业的健康发展; 三是有步骤地开放保险公估市场,

即在时间上的分段开放与在空间上的分批开放相结合, 使我

国的保险公估市场能实行真正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

争。所有这些政策性的建议, 都是作者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

下, 深人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都是符合实际需

要, 符合党的基本路线的精神的, 对促进我国保险公估业的

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　武汉　430072 )

(责任编辑: 金萍)

821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