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么刃 3年第 2 期 (总第 87 期 )

试 论 郑 观 应 的 保 险 思 想

耿 敬

随着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
,

清政府顽固腐败的封建堡垒被西方列强的炮舰轰开
,

这便宣告了其闭关锁国政策的彻底

失败
。

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这时也开始放眼看世界
,

欲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与思想文化中寻找出变革与富强的对策来
。

在探寻过程中
,

有些人逐渐认识到保险在西方近代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

因此
,

在吸纳其他先进思想的同时
,

也将

西方的保险思想引进中国
,

并不遗余力地予以传播
,

甚至还亲身投人到开创近代中国民族保险业的事业中去
。

在这批先进的中国人中
,

郑观应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
。

郑观应在青年时期就到上海学习经商
,

一生从事工商业活动
。

曾前后二十年在宝顺洋行
、

太古洋行任买办
。

后受李

鸿章赏识
,

参与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
,

并任轮船招商局帮办
、

总办之职
。

同时还与人合作开办私营企业
。

以后
,

还担任过

开平矿务粤局总办
、

湖北汉阳铁厂总办
、

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
。

著有《救时揭要 》
、

《易言》
、

《盛世危言》
、

《盛世危言后编》

等书
。

郑观应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
,

是想通过改良来变革清朝统治因循守旧的陈规陋习
,

通过了解
“

远

情
” ,

学习并掌握外国先进的思想技术以抗衡西方列强
。

在郑观应看来
,

要救治当时中国社会的弊病
, “

莫如 自强为先
” ,

而自强之道不外乎发展近代工商业
。

他不仅注重兵

战
,

同时更加注重商战
,

提出
“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 。

他说
: “

兵之并吞祸人易觉
,

商之措克敝国无形
。

我之商务一日不兴
,

则彼之贪谋亦一 日不辍
。 ”

(l) 所以
,

只要近代工商业能得以发展
,

不仅军队会有新式自选的武器装备
,

更可以在商场上与西

方诸国相竞争
。

为给民族工商业保驾护航
,

他提出了设立保险公司以利
“

商战
”

的思想
。

鸦片战争以后
,

西方列强打开了与中国贸易的大门
,

各国商贾往来于中国的沿海及内陆大河
, “

寓兵于商
” ,

所获甚丰
。

而中国商民却缺乏
“

远志
” ,

只知
“

株守故乡
” ,

象洋商那样设立公司
、

筹集资金
、

涉洋贸易者
, “

尚鲜其人
” 。

郑观应认为
,

若

长此以往将
“

去款日多
,

来源日细
” ,

终究会导致清政府的
“

民穷材竭
,

补救殊难
” 。

因此
,

他在《论商务》一文中指出
,

唯一的

办法便是
“

自理商务
,

核其出人
,

与之 (欧洲各国 )抗衡
,

以期互相抵兑
。 ”

(2)

然而
,

中国的近代商业
,

起步晚
,

发展慢
,

以航运业为例
:

当时国内商业航运普遍使用的都是些旧式的帆船和机帆船
,

这些落后的小木船与洋商那些快速
、

安全且收费低廉的大吨位新式轮船是根本无法抗衡的
,

而且在商业贸易的资金
、

规模

上也无法与洋商相匹敌
,

因此一时还无法与西方各国竞争
。

郑观应也认识到这一点
,

所以他说
: “

若华人力与争雄
,

彼将减

价相敌
,

拼折资本
,

势必彼此亏细
,

无裨大局
。 ”

因此
, “

欲救其弊
,

须开其源
” 。

(3) 办法之一
,

是要收回内河航运权
,

使长江内

河商贾之利由
“

国人专之
” 。

办法之二
,

便是要创办民族保险企业
,

让保险这一补偿和分摊意外损失的经济手段
,

成为近代

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辅助力量
。

收回内河航运权
,

这在当时的形势与国力下
,

不是日短能毕其功的
,

而创办保险
,

则是相对

容易的事
。

由于郑观应对保险的重要意义已具有了较完整的认识
,

所以
,

他提出
:

发展民族保险业
,

用保险业来辅助民族

工商业的发展
,

以利
“

商战
” 。

郑观应在《易言》二十篇本的《商务》一文中
,

对西方的保险业做了如下介绍
: “

西人保险公司有数种
:

有保屋险
,

有保船

险
,

有保货险
,

有保货水渍之险
,

有保人生死之险
,

其章程甚详
,

获利均厚
。 ”

后来
,

又以《保险》一文对保险的类别与承保范

围做了进一步的介绍
: “

保险有三类
:
一水险

,

二火险
,

三人险
。

水险保船载货
,

火险保房屋货栈
,

人险保性命
、

疾病
。 ”

(’) 对

于保险的重要性
,

郑观应不仅有充分的认识
,

而且还有着深刻的教111
。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

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大的棉纺织

企业—
“

上海机器织布局
” ,

开始筹建
,

并于 18卯 年正式开车投产 ;到 1892 年
,

机器织布局已具备 闷加 万码棉布
、
100 万锭

棉纱的生产能力
,

工人人数闷仪幻人
。

机器织布局开局之初
,

即由郑观应主持局务
。

由于他对保险的作用有着充分的了解
,

所以在他任职期间
,

机器织布局一直向仁济和保险公司投保火灾保险
,

工厂也平安无事地不断发展
。

189 3 年郑观应离任

后
,

继任的总办杨宗镰认为
,

工厂保了十几年险
,

付了许多的保险费
,

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火灾
,

参加保险是 白白浪费资金
。

当保险到期后
,

他便决定不再续保
。

想不到
,
1
893 年当年机器织布局就发生了火灾

,

使织布局直接损失白银达 70 万两
,

而

得不到分文的保险赔偿
,

致使机器织布局从此一撅不振
。

这次事件给郑观应以很大的震动
,

为了让人们进一步重视保险
,

5 8



他在《盛世危言》十便设有一篇保险专文— 《保险》
。

郑观应不仅以专文论述保险业的重要
,

还积极利用 自己的影响促成中国保险业的建立
。

为此
,

他极力主张轮船招商

局这一洋务运动中最早的大型企业
,

仿效西方保险公司创办 自己的民族保险企业
,

其目的就是要让国内更多的商船运输

和工业财产能够得以承保
,

用保险来为其商业航运和工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分担风险
,

以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

中国近代民族保险业是伴随着民族工商业的不断发展而产生
、

发展起来的
。

随着资金的不断增加
,

规模的日益扩大
,

轮船招商局的业务也得以进一步拓展
。

在这种情况下
,

招商局从大英轮船公司购进了中国第一艘悬挂本国国旗航行的轮

船—
“

伊敦号
”

商船
。

而当时的外商保险公司却以悬挂龙旗
、

双鱼旗为由
,

拒绝为其承保
。

不得已
,

轮船招商局只能接受

近乎勒索敲诈的苛刻条件
,

向英商怡和洋行和保安行投保
。

鉴于此
,

轮船招商局便开始自设公司办理保险
,

筹建了保险招

商局
。

另外
,

轮船招商局为培养 自己的航运人材
,

推举张慎之为
“

江孚
”

轮的船长
, “

永宁
”

轮亦
“

用华人为船主
” ,

这也引起

洋人强烈不满
。

他们又以担心中国船长的业务水平为借口
,

拒保该船的货物
。

于是
,

招商局又创办了仁和水险公司和济

和水火险公司
。

仁和
、

济和成立后
,

业务不断发展
,

还分别在新加坡
、

菲律宾
、

旧金山等处设立分支机构
,

为当地华侨办理

保险业务
。

对此
,

郑观应心中十分高兴
,

认为只有民族保险企业的建立与发展
,

中国近代的民族工商业才会
“

不为外人掣

肘也
” ,

象保险招商局和仁和
、

济和这样的保险公司
“

不嫌其多
”
(s)

,

多多益善
。

郑观应之所以极力主张发展民族自己的保险企业
,

其 目的不仅在于维护民族航运业的利益
、

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

而且还在于
“

欲夺外国保险公司之利
” 。

在《论商务》一文中
,

他在介绍西方保险种类之时
,

还不忘指出各类险种
“

获利均

厚
” 。

保险业的获利是与风险并举的
,

其
“

收益与风险共存
” 。

比如海上保险
:
由于当时海上航行相当危险

,

所以海险商向船

东收取的保费也相当高
。

但是
,

对于船东来说
,

他愿意通过这种形式来分散集中于一身的航海风险
。

如果货船平安
,

支付

给海险商的保费比起所获的利润来说只是很小一部分 ;如果船只途中遭遇不测
,

海险商就要承担全部或大部的损失
,

船东

不致血本无归
。

而对海险商来说
,

由于其按
“

大数法则
”

承担了众多船队的风险
,

而风险的发生是不确定的
,

众多平安抵达

目的地的船东所支付给海险商的高额保费
,

足以用来赔偿给少数发生不幸事件的船东
。

因此
,

一般来说
,

海险商是可以大

得其利的
。

另一方面
,

在保险业的资金运用中
,

随着投资规模的日益扩大
,

其投资收益率也在不断递增
,

规模愈大
,

利润愈

丰
。

19 世纪初
,

随着西方各国对中国通商贸易和鸦片走私的日趋增加
,

英国东印度公司便在广州设立了中国土地上的第

一家保险企业— 谏当保险行 (又称广州保险行 )
,

到咸丰七年 ( 185 7) 谏当为大力吸收华商股份
,

便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
,

光绪七年 ( 188 1) 又在香港进行改组
,

改名广东保险公司
。

因其获利极其丰厚
,

香港所有知名的公司几乎都在其中拥有一定

的股份
。

随着谏当保险行的创立
,

西方各国保险公司纷至沓来
,

涌人中国
,

至 19 世纪中后期
,

在中国著名的外商保险企业

就有
:

谏当
、

保安
、

保裕
、

保字行
、

扬子
、

于仁
、

保宁
、

泰安及香港火烛保险公司等
,

许多外商保险公司甚至深人到各开放口岸

建立分支机构
。

这些外国保险公司获利甚丰
,

致使华商附股现象 日益普遍
。

以轮船招商局的船舶为例
,

其在外商保险公

司投保时
,

只允其保 巧侧刀 两
,

且以 巧 天为限
。

此外
,

外商保险公司还规定对招商局每船限保 6 万两
,

超过归招商局 自负
,

其船舶保险费按保险金额 or %计算
,

船值 10 万两
,

每年须缴保险费 1万两
。

由此可见保险获利之丰厚
。

( 申报》刊出的 (保

险招商局公启》中亦说
: “

轮船招商局的船货
,

均归洋行保险
,

其获利甚速且多
。 ”

郑观应正是看到外商保险公司尽夺中国保

险业的利益
,

已是
“

害不独商
” ,

为此他心中甚是焦急
,

因而
,

极力呼吁中国速办 自己的民族保险企业以夺外商之势
,

使保险

之利
, “

悉归中国
” 。

郑观应认为
,

发展民族保险业
,

不仅近代
“

商战
”

中可与外商保险公司夺利
,

也可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增加资金规模
。

比如获利甚丰的银行
,

它同时又是工商业扩大发展规模所需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
,

而其获利的来源之一便是保险
。

在现

代国际保险业中
,

有着严格的规定
,

即银行与保险公司彼此分离
,

不能互作业务
。

然而
,

19 世纪末的中国
,

许多银行都同时

从事保险业务
,

所以保险利润亦成为当时中国银行获利的主要来源
。

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便指出
: “

银行所置之铁

门石栈堆放所押货物
,

计出栈租
、

火险
,

其费视他业甚廉
,

其获利之可知者七也
。 ”

(6) 可见
,

保险费的收人是银行获利的主要

来源之一
。

正因如此
,

许多华商创办的公司或银行也纷纷仿效外商保险企业
,

集资投股
,

建起自己的保险公司
。

郑观应认为
,

保险还是一种崇高的事业
,

是一种
“

善举
” 。

当时的中国
,

是
“

生齿 日繁
,

生机日整
,

或平民失业
,

或乞丐行

凶
,

或游手逗留
,

或流民滋事
。

… …小则偷窃拐骗
,

大则结党横行
,

攫市上之金钱
,

劫途中之行旅
。 ” “

挨其所 自
” ,

究其原由
,

“

实迫饥寒
” ,

出于贫困
。

郑观应认为
,

近世若想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

就应设立
“

栖流所
、

施医局
、

养老院
、

育婴堂诸善

举
” ,

并且进一步设法扩充
, “

或设自国家
,

或出诸善士
” ,

官绅合力
, “

广为收恤
” ,

令
“

城市乡落遍立善堂
”
(7)

。

为此
,

他还列

举了英
、

美
、

德
、

法西方诸国的恤穷院
、

义学堂
、

工作场
、

训盲哑院等福利机构
,

作为借鉴
。

此外
,

郑观应更认为
,

保险业的开

创与发展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种手段
,

而且在诸多措施中
, “

利己利人莫善于此
”
(8)

。

保险是一种转移和分摊危险的方法
,

是为抗御灾害事故而实行的一种补救办法
,

在谋求社会生活的正常和安定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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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起着有益的作用
。

在《保险》一文中
,

他便点明了保险的好处
: “

譬如一人房屋或行船遇险由公司赔偿
,

而公司之利仍取

之于人
。

如保房屋一千座
,

其中一座失险
,

则以九百九十九座之利银偿还遇险之一座
,

在公司不过代为收付
,

稍沾经费而

已
。

人险亦然
。

大抵人生之寿通算以四十岁为限
,

若至四十岁尚未命终
,

则以前所收之保银一概给还
。

且其人业经必需
,

若未至所保之期无故而死
,

则可得巨款也
,

除丧葬外尚有盈余
。

此等便宜之事亦何乐而不为乎?
”
(9)

在《善举》一文中
,

他又以美国和德国的保险为例
,

加以说明
。

美国保险公司
“

凡水火
、

盗贼
、

房屋
、

宝物无不可保
,

人之

死
、

生
、

寿
、

夭
,

亦可出资以保之
。 ”
而德国

“

则有专保百工之险者
。

保险之法
:

凡七 日抽工银数厘
,

国家贴官努若干
,

积成巨

款
。

如遇百工或老
、

或弱
、

或疾病
、

或受伤
,

即将保险之资拨赔养赡
。 ” ` ’ 0) 德国的这种

“

百工之险
” ,

乃是一种社会保险
,

其保

险费主要来自劳动者个人
、

雇主和政府三方面
,

其原则主要是保障最低生活需要
。

被保险人在一定的工资范围内按照同

一比率交纳社会保险费
,

在生存发生困难时可以得到一定的经济帮助
。

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推出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
,

188 1一 189 1年间先后颁布了工伤保险法
、

疾病保险法
、

老年和残疾保险法
。

郑观应敏锐地认识到这一制度的重要意义
,

便

及时将其介绍到国内来
。

保险是一种社会经济互助
,

它体现了一种
“

一人为众人
,

众人为一人
”

的精神
。

比如
,

人身险就是
“

以平 日之浪费略家

搏节
,

幸而此身无恙
,

即可周济同人 ;不幸自催灾厄
,

则一身既延残喘
,

妻擎亦免饥寒
。

… … 而水火
、

盗贼诸险
,

可由此而推

矣
。 ” 《 ’ ` )保险的日的在于发扬这种互助共济的精神

,

应用分散危险的方法
,

谋求经济生活的安定
,

利己利人
,

利国利民
。

正

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

保险是一种
“

善举
” 。

郑观应指出
, “

苟得贤有司实心实政提倡其间
” ,

大力倡办保险及其他各种社会保

障事业
,

不出二十年
,

穷民就回
“

绝迹于道路矣
” ( `2) !

除此之外
,

郑观应也认为保险费率亦应随其危险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

他在《保险》一文中指出
: “

货物保险
,

非独

寻常之时
,

即遇战争
、

盗劫
,

凡意外之灾
,

皆可以保
,

其带界等事次之
,

然亦与寻常保险不同
,

缘此等事非意料所可及也
。 ” ( ` , )

郑观应还提到了有关保险的道德风险问题
。

保险的道德危险因素
,

是指出于恶意行为或不良企图
,

故意制造危险事

故
,

以致形成损失结果或扩大损失程度
。

例如有的被保险人为了骗取赔款
,

故意纵火焚烧房屋
、

凿沉船只
、

毁损车辆
,

或虚

报损失
,

制造伪证等
。

保险业所遵循的第一原则就是最大诚信原则
,

它要求保险双方在签订和履行保险合同时
,

必须保持

最大程度的诚意
,

双方都应洛守信用
,

互不欺骗和隐瞒
,

投保人应向保险人如实申报主要危险情况
,

否则保险合同无效
。

然而
,

投保人为把危险转嫁出去
,

若采取陈述不实或有意欺骗的手段
,

保险人是难以及时发现的
。

所以说
,

保险人在保险

合同的签订过程中基本上处于被动地位
。

因此
,

保险行业中始终都存在着一个道德风险问题
。

郑观应对此也有所认识
,

他说
: “

惟保险之法一行
,

每有奸商故将货物之价多报
,

以冀物失船沈
,

得以安稳获利
。

此等天良丧尽之徒
,

虽国家严禁
,

不

音三令五申
,

而利之所在人必趋之
,

仍多尝试
。

亦有将房屋托保
,

故付祝融者
。

公司中遇此等之人别无善法防范
,

惟有付

之一叹而已
。 ” ( l’) 在《商船》一文中

,

他在介绍船运业中所存在的
“

沉船之弊
”

时
,

曾指出
, “

瞒买保险过于原数
”

者
,

亦为其弊

端之一
。

可见
,

道德风险无处不在
。

因此
,

郑观应认为
,

民族保险事业若要得以顺利发展
,

必须制订健全完善的保险法则
。

所以
,

他又呼吁
:
巫切希望中国能尽早颁定

“

商务通则
,

航海章程
” ,

以规范保险
、

商务等行为
。

郑观应不仅是主张与外商进行
“

商战
”
的爱国思想家

,

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主要代表
,

同时也是在中国保

险发展史上
,

第一个以专文论述保险的有识之士
。

他在保险思想方面颇有见解
,

其保险思想和主张不仅有开启国人保险

意识之功
,

对中国民族保险业的产生和发展
,

也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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