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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立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针对保险消费者在保险业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
用，从比较法学、法律经济学、社会治理等视角对保险消费者权利保护进行了较为系统
的理论解析。在分析了我国保险消费者权利受侵问题的原因并梳理了保险消费者权利保
护的国际趋势后，作者对保险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隐私权、公平交易权、求
偿权、受教育权以及获得救济权等七项基本权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展开研究，以期构建
一个以保护保险金求偿权为核心，以保护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为补充，以保护受教育权
和获得救济权为保障的完整的保险消费者权利保护体系。

 

内容简介

保险本文在考察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消费者权利保护制
度的基础后认为，保险消费者是保险服务的核心，保护保险消费者权利，对于保护公民
个人财产，提升保险消费者信心，对于促进保险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保险消费者不仅
是保险业稳定发展的受益者，更是保险业稳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我国保险业快速
发展而保险消费者权益又受到侵害当下，强化对保险消费者权利的保护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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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保险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保险消费者的法律界定〖1〗一、问题的提出2007年12月25日，白某投保了A保险
公司的一款投资连结保险产品，但因过失未向A保险公司告知其视力残疾等疾病情况。2
008年4月21日，白某向A保险公司补充告知相关疾病情况，A保险公司经核保认为白某的
情况不应予以承保。2008年6月26日，A保险公司决定解除合同并向白某全额退还保费。2
008年7月3日，白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保险代理人存在欺诈行为，要求保险公司双倍
赔偿保费及利息。本案经二审法院最终驳回白某诉讼请求。案件来源：张迪：《保险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研究》，载中国保监会网站，2014年4月30日访问。
本案中白某的诉讼请求是依据我国1993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的“
双倍赔偿条款”，即“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
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
的一倍。”2014年，我国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
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
，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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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
经营者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
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但法院最终并未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因在于：其一，关于“欺
诈”的证据不足;其二，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
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但并没有将购买保险的行为归于“
为生活消费需要”的范畴，故不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应适用《保险法》有
关规定。
此类案件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也采取了基本上一致的态度，即根
据当时法律规定，认定投保人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规定的“消费者”，不
能获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保护。而在国务院及中国保监会发布的各类文件中
，都提及了消费者权利保护，但都并非法律概念。直至2014年，我国新修订的《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对此问题才有所突破。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8条规定：“采用网络
、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以及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
金融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
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
等信息。”此次修法，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仍没有从正面界定保险消费者的概念
，但从侧面首次将从事证券、保险、银行等交易的群体视为消费者，并最终将保险消费
行为纳入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和保护范围。

第一节保险消费者的法律界定〖1〗一、问题的提出2007年12月25日，白某投保了A保险
公司的一款投资连结保险产品，但因过失未向A保险公司告知其视力残疾等疾病情况。2
008年4月21日，白某向A保险公司补充告知相关疾病情况，A保险公司经核保认为白某的
情况不应予以承保。2008年6月26日，A保险公司决定解除合同并向白某全额退还保费。2
008年7月3日，白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保险代理人存在欺诈行为，要求保险公司双倍
赔偿保费及利息。本案经二审法院最终驳回白某诉讼请求。案件来源：张迪：《保险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研究》，载中国保监会网站，2014年4月30日访问。

此类案件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也采取了基本上一致的态度，即根
据当时法律规定，认定投保人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规定的“消费者”，不
能获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保护。而在国务院及中国保监会发布的各类文件中
，都提及了消费者权利保护，但都并非法律概念。直至2014年，我国新修订的《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对此问题才有所突破。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8条规定：“采用网络
、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以及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
金融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
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
等信息。”此次修法，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仍没有从正面界定保险消费者的概念
，但从侧面首次将从事证券、保险、银行等交易的群体视为消费者，并最终将保险消费
行为纳入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和保护范围。

二、保险消费者概念刍议

(一)保险属于生活消费吗?



经济学理论将消费分为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二者皆需消耗物质资料和非物质资料
，但消费目的而有所不同。生产性消费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物质资料的耗费，其最直
接目的就是为了延续和发展生产;而生活性消费是指在人们生存发展过程中的生活资料的
消耗，其直接目的则是为了延续和发展人类自身。生产性消费是在生产领域进行的，是
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而生活消费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个人与单位维持生存
与发展所必需的活动。王利明：《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载
《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2期。

对于如何界定“生活消费”，学界主要有四种判断标准参阅王利明：《消费者的概念及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载《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2期;饶世权：《法律语境
中的消费者》，载《湖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屈茂辉;胡蔷薇：《我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调整范围的修正》，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3期;张严方：《消
费者保护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第一种，动机和目的标准，即凭
借社会一般人日常生活经验判断个人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是否为消费行为;第二
种，消费的对象标准，即根据所购买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是否具有生活消费品的性质
来判断;第三种，转售标准，即根据其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目的是为了生活需要还是为
了获利再次转售来判断;第四种，折中标准，即把第一种和第二种标准综合起来进行判断
。

至于以购买的某个商品是否属于生活消费品，则要看如何进行解释。因为，多数物品在
不同的场合，既可以生产也可以用于消费。如小汽车用于运营则是用于生产，用于自用
则为用于消费。自建房屋用于出售获利为生产，用于自住则为消费。为此，王利明教授
指出，单纯从购买物品是否属于生活消费品作为判断是否为“生活消费”的标准是不妥
当的。王利明：《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载《政治与法律》2
002年第2期。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消费者与经营者的边界也变得十分模糊，甚至生
活消费和生产消费之间还存在着中间过渡地带,如企业科研人员，为技术革新进行科学研
究而购买图书资料，它既是一种生活消费，也是一种生产消费。陈云良：《消费者概念
之模糊性分析——模糊法学的一个应用》，载《法学》2006年第10期。

而至于折中标准，尽管突出了第一种标准和第二种标准的优势，但也无法回避二者的弊
端，在现实中，仍然难以驾驭和把握。

随着人们生活需求的不断变化和产品本身种类日益繁多和功能的日新月异，我们对于“
生活消费”的理解，不应仅仅局限于购买者的目的与动机，也不仅局限于其购买产品的
属性，而应作更为广义的解释。为此，有学者提出，生活消费始终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
，在界定消费范围时，应该舍弃“生活消费”的提法，以一种开放的方式来界定消费的
范围。屈茂辉、胡蔷薇：《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范围的修正》，载《湖南师范大
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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