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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源起

1980年国内恢复保险业务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
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我国人寿保险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寿保
险在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彰显，逐步引起人们的关
注。同时，当今人寿保险业也呼唤着人们去认真梳理和系统总结我
国寿险业的发展历程，以便为当代人寿保险业的深入发展提供借
鉴。

我国人寿保险业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古语云: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其 “不测”意味着未来结果的
不确定性，说明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会不期
而至，以致严重威胁人们的财产与生命安全。从一般意义上讲，这
就是人身风险。那么，如何妥善应对生、老、病、死、残等各种人
身风险呢? 如何妥善处理风险所导致的后果，以期获得安全保障
呢? 从保险学理论上讲，这实际上是如何进行风险管理的问题。风
险管理是要以最少的费用支出达到最大限度地分散、转移、消除风
险的效果，以保障人们的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这就需要人们从一
定时期创造的总产品中预留一部分作为后备以应付人身风险。显而
易见，在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剩余产品缺乏的远古时代，后备是
无从谈起的。人们仅能凭借精神自我安慰法来抵御心中对意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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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恐惧。例如: 图腾崇拜，以龙等作为氏族的守护者; 依靠巫术，
奉祀天地鬼神，为人祈福禳灾; 用火灼龟甲，预测吉凶祸福等，企
图以此达到消灾免难的目的。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剩余产
品，也产生了私有制和家庭，但以家庭为单位建立应付各种人身风
险的后备基金，既不经济也不可靠，因此以通过社会化行为应付人
身风险的各种互助组织便应运而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曾经存
在着名目繁多的各种互助组织，如长生会、长寿会、宗亲福利会、
老人会、葬亲会等。这些互助组织往往通过会员自筹资金、利用宗
族祠堂部分公产等途径积累起一定的资本，必要时以此资金回助会
员本人、支付会员亲属的丧葬费用和抚恤遗族等，以解决入会人员
的后顾之忧。例如，清末民初在福州盛行一种名为 “父母轩”的
互助组织。该组织由商家团体集合主办，招人投保，每人每月交纳
小洋 3角，以 100个月为满月，期内死亡，领取小洋 300 角; 百月
满期，仍然健在，也可以领取小洋 300 角①。冯学英评论说，这类
“慈善机关或互助团体，已包藏人寿保险之性质”②。这些传统的互
助组织尽管具有人寿保险的形式，具有类似人寿保险的某些特征，
但是尚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人寿保险的机制和功能。

19世纪初叶，当我国仍处于闭关自守状态时，已经完成工业
革命的英国率先向我国进行经济扩张，其保险商也相伴进入抢占市
场，把近代保险制度带进了我国。外商在我国兴办的第一批保险业
均为财产保险业，主要功能是为对华贸易与投资活动提供保障。近
代人寿保险在我国的起步约晚于财产保险三四十年。1846 年，英
国永福、大东方两家人寿保险公司在我国南方城市初办寿险业务，
意味着人寿保险业开始传入我国。至于其传入之初的发展情况如
何，保险业学人冯雪英、治力等撰文做了记载。1933 年，冯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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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二十二年来中国保险事业概况》，详细介绍了近代人寿保险
从传入我国起到 1933年的发展情况。文章言:

鸦片战争之后，欧洲人寿保险事业，方始入我国，乃成一
成熟之果树，移植来到我国，使吾人不费力而采实，同时以我
国经济组织之涣散，工商业之衰落，急需挽回将逝之生命，在
这时期中，有若干外国人寿保险公司，分设于我国，但规模甚
小，而营业范围，亦限于通商各埠，投保者亦限于旅华外侨。
一八八八年至一九〇〇年间，外商人寿保险公司，开始承保华
人险，先后有美国之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公平人寿保险公司及
坎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分设于我国。一八九九年英人创设永
年人寿保险公司。一九〇五年英人又设立华洋人寿保险公司。
一九二一年有美人创立友邦人寿保险公司。一九二四年又有旗
昌保险公司，除旗昌在香港等处，进行承保华洋寿险外，其余
皆在上海设立总公司，招吾人投保寿险，着有可观之成绩，其
后华洋公司因营业不振，与永年公司联合为一，至一九二四年
终因不能支持，而为永明所并吞，同时永明公司又以其伟大之
势力，并吞美国公平公司与纽约公司及纽约互利人寿保险公司
在华分公司，建起坚固莫拔之基础。同时坎拿大之宏利人寿保
险公司，与美国旧金山保险公司，纷纷在我国大肆活动。一九
三〇年有英之永康人寿保险公司，均在华设立公司，推广远东
营业，一九三二年又有英之合众人寿保险公司，分公司之成
立，故有相当之成绩，实足令人惊骇。惟外商公司之势力，最
大者为友邦与永明两家，此外商在华之情形业。

自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二年止，此时期中，吾国人为挽回
利权计，为自救计，对于国营人寿保险事业，始开拓与扶植，
于是集资创设华商人寿保险公司与外商公司相抗衡。惜乎当时
未明科学原理，又乏充分认识，以投机取巧之投资，并忽略相
当之准备，终于此起彼伏，实权仍操诸外商之手。华商之人寿
保险公司，最早为福安保险公司，除经营寿险外，兼营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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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总公司设置香港。其次为华安合群保寿公司，是一九一二
年成立，聘请专家管理业务，乃我国之最发达者。一九一四年
上海康年保寿公司与金星人寿保险公司，相继开始营业，但办
理不善，早就宣告破产。实业部人寿保险公司注册表，自民国
元年至二十一年五月止有二十五家之多。

上述公司，正发皇腾达方兴未艾者有之，已宣告停办或遭
吞并者亦有之，各公司自有其不同之运命与环境，故不共同生
存，以集伟大之力量，良深感叹!

最近一九三二年有华商泰山保险公司，宣告成立。一九三
三年中国保险公司与太平保险公司，相继开办人寿保险。统计
我国经营人寿保险业务之保险公司，除已停办或失败者外，尚
有二十余家，至于各公司之资产，每年收入之费，及有效之保
额，尚无可靠之统计。据最近中华人寿保险协进社编制各国人
寿保险比较表，我国有效保额，大约为国币 300 000 000 元，
居世界各国之末位，且华商公司之有效保额，不及外商六分之
一，资本主义国家，运用其灵活之手腕，作经济之侵略，可见
一斑，吾人应急起直追，努力推进，使成为我国社会事业之基
础。①

1935年，治力撰文《各国人寿保险之沿革》，亦叙述了近代人
寿保险传入我国之初的发展情况。文章言:

我国自与外国通商，欧美寿险制度，亦继水火险而流入我
国，惟最先投保者限于旅华外侨，至一八九九年国人始创设中
国永平人寿保险公司，英国永福公司制成华人死亡经验表后，
开始允保华人寿险。一八八八年以后，洋商来华经营寿险者计
美国有纽约人寿保险公司、公平人寿保险公司、友邦人寿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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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坎拿大人寿永明保险公司、宏利人寿保险公司，英国有
永年人寿保险公司及四海保险公司等。各外商公司，每年吸收
我国被保人之保费，总数在数千百万以上，因此国人深觉利权
之外溢，乃集资创设华商人寿保险公司，以开拓华商人寿保险
事业，与洋商公司相抗衡，其最早者为福安公司。据实业部人
寿保险公司注册表所载，截至一九三二年五月份止，共有自办
公司二十五家，最近数年，保险事业更有长足之进步，尤以各
银行对此事业之开拓扶植，不遗余力，如中国银行投资中国保
险公司，交通，金诚，大陆，中南，国华等银行投资于太平保
险公司，不但管理有法，资本亦均雄厚，惟据最近中华人寿保
险协进社编制之各国人寿保险比较表我国之有效保额，约为国
币 300 000 000 元居世界各国之末，而保额尚不及外商者六分
之一，于此更可见列强经济侵略之一斑矣。①

从上引两文可知，自永福、大东方两家保险公司来华经营人寿
保险后，英国的永年人寿、美国的纽约人寿、公平人寿以及加拿大
的永明人寿、宏利人寿等也相继进入我国设立分支机构，拓展寿险
市场。因此，至清末时期我国已有外商人寿保险公司 9家，详见表
1－1。

表 1－1 清末时期外商人寿保险公司一览表

设立时间 公司名称 设立地点

1884年
美商公平人寿保险公司

( Equitable Life Insurance Co) 上海，分公司

1898年
英商永福人寿保险公司

( Standard Life Assurance Co) 上海，分公司

1898年
英商永年人寿保险公司

( China Mutual Life． Insurance． Co)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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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1

设立时间 公司名称 设立地点

1899年
美国纽约人寿保险公司

( New York Life Insurance Co) 上海，分公司

1899年
加拿大宏利人寿保险公司

( Manufacture Life Insurance Co) 上海，分公司

1899年
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
( Sun Life Assurance Co) 上海，分公司

1904年 日本帝国生命保险株式会社
台湾，分公司
( 寿)

1905年
英商华洋人寿保险公司

( Shanghai Life Insurance Co) 上海

1909年
新加坡大东方人寿保险公司

( Great Eastern Life Assurance Co of Singapore) 上海，分公司

资料来源:

周德英等主编: 《中国保险历程》，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7页。

在华经营初期，由于缺乏关于中国人口的经验死亡表，这些外
商人寿保险公司仅以旅华外侨为保险展业对象。因此，其业务规模
很小，营业范围“亦限于通商各埠”①。直至 1900 年左右，英国的
永福公司根据相关统计制成 1888—1900年中国人口的经验死亡表，
这些外商人寿保险公司才开始承保华人寿险，并凭借不平等条约所
获特权的庇护，依托其保险经营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竞相利用在
华代理人深入各沿海口岸和内地扩展分支机构。沈雷春对此曾颇有
感叹: “我国通商口岸之外国保险分公司，与代理处，遂如雨后春
笋，而蓬勃一时矣。”② 沈雷春之言虽未必合乎史实，但他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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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雷春: 《我国保险业之回顾》，《1937年中国保险年鉴》，中华人寿保险协进
社 1937年版，上编，第 2页。



至少表明当时外商人寿保险公司在我国的发展态势和规模业已引起
学人关注。

为了抵制外商人寿保险公司独占我国人寿保险市场，民族资本
家开始自办人寿保险。一般认为，1894 年成立的福安水火人寿保
险公司为最早承保寿险业务的华商保险公司①。此后，在清末新政
的推动下，各业相继出现发展迹象，华商人寿保险业随之逐步发
展。至清末时期，我国已有华商人寿保险公司 6家②，详见表 1－2。

表 1－2 清末时期华商人寿保险公司一览表

设立时间 公司名称 设立地点

1894年 福安水火人寿保险公司 香港

1905年 华洋永庆人寿保险公司 上海

1907年 华安人寿保险公司 上海

1909年 上海允康人寿保险公司 上海

1909年 上海延年人寿保险公司 上海

1909年 上海永宁人寿保险公司 香港，中外合资

资料来源:

周德英等主编: 《中国保险历程》，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8页。

从公司数目上看，清末时期的华商人寿保险业已经初具规模。
但由于经营人寿保险的华商大多 “未明科学原理”，经营无术; 且
对业务缺乏充分认识，不做“相当之准备”，希图 “投机取巧”以
谋利，更使寿险业务难有顺利发展之望，使得人寿保险业的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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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中国保险学会、《中国保险史》编审委员会: 《中国保险史》，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3页。



权仍操诸外商之手”①，而且还使“国人对此有关国计民生的事业，
十分轻视”②。因此，清末时期我国人寿保险市场形成了以上海为
中心，以英商为主的外商人寿保险公司垄断我国寿险市场的局面。

民国缔造后，华商人寿保险业发展渐有起色。之所以如此，原
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相继颁布了一些保护和
奖励工商业的政策法令，资产阶级也成立了一些实业团体，进一步
促进了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从而带动华商人寿保险业
不断发展;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忙于战争，无暇
东顾，对我国保险市场的控制暂时放松，客观上促使华商人寿保险
业迅速发展; 第三，国人有感于 “经济势力之压迫，社会现状之
恐慌，知非自造保障，不足以图生存而苏国脉，对于人寿保险始稍
稍感觉兴趣”③。国人对寿险重要性认识的深入和对寿险兴趣的增
加无疑为我国自办人寿保险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因此，
1912—1932年间在国民政府实业部注册的华商人寿保险公司就多
达 25家④，详见表 1－3。

表 1－3 1912—1932年在国民政府实业部注册的华商人寿保险公司一览表

公司名称 注册年月 所在地

华安合群保寿股份有限公司 1912年 12月 上海

上海康年保寿有限公司 1914年 3月 上海

金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14年 6月 上海

羊城保险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1914年 8月 广东

华年人寿水火保险有限公司 1916年 1月 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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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冯雪英: 《二十二年来中国人寿保险事业概况》，载《寿险界》1934 年第 2 卷
第 2期。

罗北辰: 《我国寿险事业之改造》，载《银行界》1942年第 1卷第 2期。
张竹平: 《人寿保险之新纪元》，载《寿险界》1934年第 2卷第 3期。
邓冀: 《二十年来的我国人寿保险事业》，《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二十周纪念刊》，

上海华安合群保寿公司 ( 内部出版) ，1932年，第 7～9页。



续表1－3

公司名称 注册年月 所在地

香港福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16年 7月 香港

中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17年 1月 天津

江苏中华商立寿险股份有限公司 1918年 11月 上海

福建福星人寿小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19年 3月 福州

东方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20年 10月 北京

福日保寿股份有限公司 1923年 10月 福建

大中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25年 1月 杭州

利群人寿小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25年 4月 福建

福康人寿小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26年 9月 福建

康龄人寿小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26年 9月 北京

福建健康保寿股份有限公司 1926年 12月 福建

天津集益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27年 9月 天津

怡康保寿股份有限公司 1927年 11月 福州

大华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28年 7月 上海

四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28年 9月 上海

东方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31年 3月 北平

永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31年 8月 上海

先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931年 8月 上海

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32年 2月 上海

宁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32年 5月 上海

资料来源:
邓冀: 《二十年来的我国人寿保险事业》，《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二十周纪

念刊》，上海华安合群保寿公司 ( 内部出版) ，1932年，第 7～9页。

由表 1－3不难看出，在国民政府实业部注册的这 25 家华商人
寿保险公司中，既有专业寿险公司如华安合群保寿股份有限公司，
又有华商银行业资本扶持的人寿保险公司如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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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宁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由此可见，从民国建立起至
20世纪 30年代中期，华商人寿保险业渐臻繁荣。许多华商人寿保
险公司还将业务拓展到了内地商埠，如金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范围拓展较快，到 1928 年前后，除青海、西藏、甘肃等偏远
省份外，其他各省都已设有分公司。对此，张竹平 1934 年指出，
这正是“国人觉悟后”造成的 “显著”成效①。当然，对其时中
国自办人寿保险业尚不能评价过高，时人李荣廷就认为，从总体来
看“过去数十年来”，因为 “外商保险公司之垄断，华商保险公
司，不易发展”②。李氏的这一评论堪称精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沿海
沿江大批工商企业随之内迁，客观上赋予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经
济发展的契机，大后方经济一度呈现繁荣景象。与此同时，外商保
险业营业受阻， “均已相继收歇”③，华商保险业从中获得喘息之
机，“日益发达”④。重庆华商保险业发展尤为迅速，一跃成为大后
方保险业的中心。加之，为了吸收社会游资以保障抗战建国，国民
政府倡办人寿保险业。因此，战时重庆华商人寿保险业得以迅速发
展。这不仅对近代重庆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
用，而且对战时稳定大后方、实施 “抗战建国”起到了一定程度
的积极作用，更为我国人寿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此，以抗战时期重庆人寿保险业为研究对象，探讨其时代背
景、发展状况、主要特征和存在的问题等，不仅具有为当代保险业
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借鉴的现实价值，还具有以求真为职志的研究
价值。然而甚为遗憾的是学术界有关重庆人寿保险业的研究长期处
于薄弱状态。尽管三十余年来有所改变，但直接以此为题的研究成
果仍属少见，这就为本书研究预留了较大的阐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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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竹平: 《人寿保险之新纪元》，载《寿险界》1934年第 2卷第 3期。
李荣廷: 《中国保险业之回顾与前瞻》，载《经济汇报》1944年第 9卷第 2期。
董幼娴: 《重庆保险业概况》，载《四川经济月报》1945年第 2卷 1期。
李荣廷: 《中国保险业之回顾与前瞻》，载《经济汇报》1944年第 9卷第 2期。



第二节 学术界关于保险的研究和
研究对象的厘定

一、学术界关于保险的研究

学术界大多从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角度着手研究保险，时
日较长，成果颇丰; 从历史学角度入手研究，时日尚短，因此关于
中国保险历史研究的成果显得较少。即使是近代经济史、近代金融
史、近代城市史等有关论著对于中国保险历史的研究也是较为薄弱
的。这些著作对于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都有论及，然而对于保
险业的研究，正如马翠兰所言， “大多只字不提，有的即使提到，
也只是一笔带过”①。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由
于有关保险业的史料杂芜零散，“散见于报章杂志而失之于系统”，
不易收集整理，研究起来特别困难; 另一方面是史学研究者 “保
险学理知识的欠缺”，成为保险业深入研究很难跨越的一道 “障
碍”②。因此，学术界关于中国保险历史的研究总体是较为薄弱的。

据不完全统计，自 1980年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保险史的研究，
成果不多，出版专著两部、资料集两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对此，
王晚英、池子华进行了分类梳理。③

论著方面: 关于中国保险史的长时段、综合研究，有中国保险
学会编写的《中国保险史》 (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 年版) 。该书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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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马翠兰: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近代保险史研究综述》，载《上海保险》
2006年第 7期。

马翠兰: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近代保险史研究综述》，载《上海保险》
2006年第 7期。

参见王晚英、池子华: 《1980 年以来中国近代保险史研究综述》，载《上海师
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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