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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恐 惧 的 魔 力

———保险的起源与发展

在“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时代，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
远比现在亲密得多，同时，大自然对人类的威胁也远比现在直
接得多。

一方面，自然界的山野丛林、蛇虫百兽是人类生存资料的
唯一来源。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的人类文学史中，有一首简短
的诗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 砍断
那竹子 /接起那竹子 /以为武器 /飞掷那石块 /追杀那野兽 /以
为食物。寥寥八字，生动地记述了原始社会狩猎时期的人类
生活。

另一方面，大自然又是人类最大的天敌。为了躲避猛兽
的袭击，我们的祖先穴居于高山之上; 为了取悦神灵，部落的
全体成员聚集在一起，举行隆重的仪式，把血淋淋的牺牲品供
奉给它; 为了增强抵御危险的能力，人类选择了群居生活。

当代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认为，人
类远祖对大自然怀有一种极为复杂的情感:既爱又恨，既崇拜
又畏惧。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群居群婚的部落生活逐渐解体，人
们走入各自的家庭，衍生出各自的家族。这时候，家庭成了最
小的生活单位，各个家庭之间的联系变得松散，每个个体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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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灾人祸的能力也大大减弱了。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继而产生商品流通。经济发展了，人

与人之间、各行各业之间却日益互相需要，互相依赖。过去大
家都种田打猎，养猪织布，一家老小的生活所需都可以靠自己
的双手创造。现在，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农业生产，另一部分人
专门制造生产资料，还有一部分人专门负责商品贸易，每个行
业泾渭分明，各司其职，又互相关联，互相依靠，离了谁都不
行。同时，生活中的各种不测又威胁着所有的人。特别是那
些离开土地，进入大小城镇，从事各种制作和贸易的人，更感
到风险的可怕。比如一个铁匠，靠制造各种生产工具换钱，再
用钱支付全家人的吃穿住用等各种开销。万一他一病不起，
丧失了经济收入，没有钱便没有了一切，全家人的生活将难以
为继。而如果是一户庄稼人，只要土地还在，只要还有一点点
劳力，总可以勉强糊口。金钱对庄户人家来说并不是最重要
的，土地才是最根本的，地能生五谷，五谷能活人，也能饲禽
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于是，在风险的威胁之下，保险的萌芽首先在经济较为发
达的城镇产生了。一些手工业者签立协议: 平时每人出资若
干，组成一个互助基金会;如果某一成员遭遇不幸，基金会将
出资帮助他的遗属。一些在大江大海上做航运生意的商人也
想出了分担风险的办法:把每个人的货物分装在每条船上，万
一哪条船葬身水底，大家都受一点损失，但谁也不会因此而倾
家荡产。

这种互助互济的形式经过演变、完善，日臻科学、合理，终
于发展成现代意义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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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上 扬 帆

辽阔的海洋时常激起人们冒险的欲望，而保险的诞生恰
恰是跟“冒险”联系在一起的。

公元 8 世纪，欧洲历史进入中世纪。随着封建社会的发
展，地中海一带得天时地利之厚，海上贸易十分兴盛。每一次
航海成功，带给船主的不仅是荣誉，更有丰厚的收益。于是大
船小船纷纷下海，蔚蓝的海面上扬起片片白色的风帆。然而
上帝是公平的，诱人的肥利背后往往隐藏着骇人的危险。当
时的造船技术十分幼稚，船舶抵御风浪的能力很差，人们的航
海经验也很有限。每次出航，都好比一场生命和金钱的赌博:
要么名利双收，要么人财两空。

一些精明的商人垂涎于海上贸易的重利，又惧怕航海的
风险，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由商人投资，鼓励
船主造船出海，如果航行顺利，船主连本带利偿还商人的投
资，利息高达 20%—40% ; 如果海船遇难，船主只归还利息，
其他损失由商人自己负担。通过这种形式，商人和船主分担
了航海中的风险。

这便是早期的“海上冒险借贷”，它已有了海上保险的雏
形，但它在本质上还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投机，而不是以保
障为目的的保险制度。

目前有案可查的世界上最古老的保险单，是 1347 年 10
月 23 日由意大利热那亚商人乔治·勒克维立出立的航海保
险单，承保“圣·克勒拉”号商船从热那亚到马乔卡的海上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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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也许这个星球上的风险实在太多，太令人担忧了，好比一

粒种籽落到肥沃的土壤里，保险这种抗御风险的保障制度一
经发明，便迅速生长、蔓延开来，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随着
漂流的风帆，海上保险逐渐传入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
德国等沿海国家，继而扩展到整个欧洲、北美以至全球。保险
的品种也日益繁多，火灾保险、汽车保险、飞机保险等等都相
继问世。到今天，世界各国的保险品种数以百计，西方保险界
更有“无所不保”之称。只要顾客需要，保险公司都尽量予以
满足，从航天飞机到议员的大脚趾头，什么都保。保险已经成
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人寿保险的发展是另一部历史，但同样跟经济的繁荣密
切相关。

商品流通催产了都市。都市的人们失去了土地的保障，
就要寻找一种货币的保障。

17 世纪中叶，英国出现了种类繁多的“互助会”，一般都
是住在同一地区的人，或从事同一职业的人之间“同病相
怜”，互相扶助。

如伦敦圣保罗教堂的牧师，平日里传经布道，身分清高，
颇受人尊重，但薪水并不优厚，遇有人生变故，更觉阮囊羞涩。
为了应付变故，他们平时每人每月拿出一定数目的钱，积攒起
来，遇有同事死亡，便从积蓄中提取费用举办葬礼。这种“零
存整取”的方法初创时众人尚能接受，但后来弊病愈益明显:
不论年轻年老，每个牧师每月缴出相同数额的“份子钱”。年
老的牧师可能在短期内撒手归西，而年轻的牧师在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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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都不用为自己准备葬礼，只管一味地出钱。这样等于年轻
的出钱，替年老的送终，很不合理。“觉悟”了的年轻人纷纷
倒戈，退出组织，只剩下一些年长者苦苦支撑残局。结果可想
而知:老人们陆续死去，交钱的人一年比一年少，葬礼开销一
年比一年大，最后难以维持，关门大吉。

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初，英国一群茫然无助的寡妇和孤
儿组成了互助团体。这个团体规定，会员死亡时，他的遗属可
以得到 500 镑补助，这笔钱由全体会员平摊。由于每年死亡
的人数不一定，要会员们分摊的会费也就不确定，有时多一
点，有时少一点。岁月更迭，团体里的平均年龄不断升高，老
弱病残越来越多，每年死亡的人数随之逐年增加，会员却年年
减少，“摊派”到每人头上的会费必然一年更比一年高，渐至
不胜负担。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团体跟圣保罗教堂的“治丧
委员会”得的是一种毛病———不区分年龄大小、身体强弱，每
人分摊同样的钱，这无异于“劫富济贫”、“抽肥补瘦”。最后
也难逃厄运———自行消亡，从产生到死亡，寿命为 12 年。

经历过一次次的失败，人们变得聪明起来。
1706 年，一位名叫哈特雷的英国书商创立了“友爱社”。

开始时，友爱社要求每个会员每年交纳 6 英镑 4 先令，一年终
了时，这笔钱将平均分配给本年度中死去的人的遗属。因为
会费是固定的，会员们不必担心负担年年增加，但如果某一年
去世的人多，那么每户遗属分得的抚恤金就会减少;少到一定
的程度，就起不到“抚恤”的作用了。为解决这一问题，友爱
社不断致力于招募新的会员。众人拾柴火焰高，会员多了，每
年可以保证充足的会费积累。并且只准 12—45 岁的健康人
加入组织，以防止集团的老龄化，降低死亡率。后来，友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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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实践中认识到，应对不同年龄的会员收取不同数额的会
费，年长的多交，年轻的少交，才能减少矛盾，趋于公平。友爱
社吸取了前人的教训，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修改章程，使
之日臻合理、完善，所以它能够存在 160 年，到 1866 年才被一
家火灾保险公司兼并。据史料记载，它是英国最古老的一家
人寿保险公司。

1762 年，世界上第一家最具现代意义的人寿保险公
司———人身及遗属公平保险社———在英国诞生。与以前“摸
着石头过河”的任何一种互助友爱组织不同，公平保险社充
分采纳和运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成果: 概率论、死亡
表、平衡保费法。从此以后，人寿保险的每一步进展，再也没
有脱离科学的依据。

·巨 人 的 风 采

回顾世界保险业发展的历史，不能不提到当今世界最大
的保险机构———劳合社。

劳合社的前身是伦敦塔街的一家咖啡馆，主人名叫爱德
华·劳埃德。关于劳埃德咖啡馆的最早文字记录出现在 3 个
多世纪前的 1688 年。

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说过: 一个大茶馆就好比一个小
社会。这句话也正好适合于 17 世纪英国伦敦的咖啡馆。最
开始是剑桥和牛津的大学生们喜欢群集在咖啡馆里，边呷咖
啡边高谈阔论，纵横捭阖。后来，各色人等都沾染上了这种习
气，咖啡馆便渐渐成了一个缩微的社会，一个信息的交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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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埃德先生的咖啡馆离海关署、海军部和海务局不远，从
事海上贸易和海上保险的商人、船主、经纪人经常在这里聚
会。他们在这里喝咖啡、聊天，交流着各种各样的商务信息和
社会新闻，有时也成交一两笔生意。爱德华·劳埃德以生意
人特有的精明意识到:信息是商业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如果他能够及时提供准确的最新信息，就能吸引一大批顾客，
咖啡馆的生意不愁不兴隆。他立即着手在全英国建立一个代
理人网络，并把触角伸向欧洲大陆，搜罗各种海上贸易信息。
1696 年 9 月，劳埃德咖啡馆甚至自办了一份两面印刷的小报
《劳埃德新闻》，每周出版 3 次，主要登载最新的海事信息。
同时，劳埃德还开始在咖啡馆内组织船舶及有关设备的拍卖。
劳埃德咖啡馆因此而名声大噪，很快成为一个航运信息中心，
并成为英国商界人所共知的海上保险买卖场所。

1713 年 2 月 15 日，爱德华·劳埃德先生与世长辞。在
他的有生之年，劳埃德先生本人并没有亲自经手过船舶保险
业务，而只限于为买卖双方提供场所、必要的服务及可靠的信
息，但他的名字却和保险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世界保险
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章。

1720 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提案，建立伦敦保险公司和
皇家交易保险公司，并授权它们垄断所有的团体性保险业务，
但该提案并没有限制私人保险市场。为了打破垄断，争得生
存空间，私人市场的承保人联合起来，选择劳埃德咖啡馆作大
本营，与两个公司分庭抗礼。经过一番短兵相接，尘埃落定，
竞争的结果是:劳埃德咖啡馆的顾客们结成一个极具实力的
海上保险团体，而伦敦保险公司的皇家交易保险公司则把更
多的精力投向火灾保险和人寿保险。从此，劳埃德咖啡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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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伦敦海上保险市场的中心。
1774 年，壮大了的海上保险团体迁入皇家交易所办公。

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发祥之地，沿用了“劳埃德”这一名号，
只是从此以后，它所代表的已不再是一个小小咖啡馆，而是鼎
鼎大名的世界级保险机构———劳合社。劳合社至今还保留了
劳埃德咖啡馆的一些传统，比如身着特殊制服的招待员仍被
唤作“跑堂”，办理保险业务的地方仍叫“座厢”，生意人们仍
然坐在那种木座椅上。劳合社的主要机构之一———劳合社管
理公司———则扮演起劳埃德先生的角色: 为社员提供场地、工
作设施、最新商业信息及多种服务项目。当年的《劳埃德新
闻》，已被一份数十页的每日出版的大报———《劳氏动态》所
取代，它在全球商界的影响力远非当年的小报可以比拟。

在以后的日子里，不断壮大的劳合社逐渐形成了一种
“劳氏精神”:只要顾客有需要，劳合社总是千方百计去满足
他，而不是找各种理由把他拒之门外。劳合社由此而创造了
许许多多个保险史上的“世界第一”:设计了第一张盗窃保险
单，第一个创办汽车保险和飞机保险，第一次组织抢救两颗没
有进入预定轨道的卫星……以这种精神为武器，劳合社向全
球出击，不仅开拓了欧洲市场，而且开拓了美洲市场、亚洲市
场。时至今日，劳合社的业务几乎遍及世界各国。

1906 年 4 月 18 日清晨 5 时 12 分，人们还在延续前一夜
的美梦时，美国旧金山发生了强烈地震。惊恐和慌乱之后，损
失数字被统计出来: 700 余人死亡，3 万所住宅被摧毁，直接与
保险业有关的经济损失高达 4500 万英镑。

自然界的巨大灾害历来是保险业的天敌，往往几年辛苦
的保险费收入都不足以支付一次巨灾的赔款。面对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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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失，欧洲大陆的一些保险商开始寻找各种借口，拒绝支付
赔款。素以打官司出名的美国本土，保险界聘用了大批律师，
摆出一副“奉陪到底”的架势，能少赔绝不多赔。而英国劳合
社却反其道而行之，劳合社在旧金山的代理人接到了十分明
确的指示: “对持有我们的保险单的人给予全额赔款。”此举
大得人心，劳合社因此而名扬天下。从噩梦中醒来的人们趋
之若鹜，纷纷向它投保。灾难性的打击陡然变为一个绝妙的
契机，从此，美国市场向劳合社敞开了大门。今天，劳合社的
收入中有 35%—40%来自美国，劳氏美国信用基金的储备早
已超过 50 亿美元。美国依然是劳合社最大的市场。

翻开劳合社的档案，我们还能发现另一则可圈可点的故
事———里昂展览会赔案。

1913 年新年的时候，法国里昂市市长专程来到多雾的伦
敦，找到劳合社的承保人希思，将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 他将
在近期举办一个展览会，展品加上各类费用，价值 300 万法
郎。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天灾人祸，市长先生希望劳合社能
为之保险。

希思先生当即推给他一张白纸和一枝笔，回答道: “请您
把要投保的财产价值写在这张纸上，我把应收取的保险费注
在旁边，就成交了。”

里昂市长惊讶不已，但还是照希思先生的话做了，并支付
了 25 万法郎的保险费。随后，市长提出，是否找一个律师，将
这张纸转为一个正式的法律文件———要知道，这可是一笔价
值 300 万法郎的交易啊，万一有个闪失，一张白纸上的一行字
( 只有短短的一行字! ) 靠得住吗?

希思先生听懂了市长的话外音，他爽朗地哈哈一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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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律师会比你我更可靠吗? 请您把这张纸锁进保险柜，您
完全可以高枕无忧了。”

市长先生就这样怀揣一张纸，将信将疑地回到法国。
果然祸不单行。由于战争，展览延期。好不容易开幕了，

里昂市又突降暴雨，雨水浸透了整个建筑物。莱茵河水暴涨，
大桥被冲垮。洪流漫溢，部分展览场地亦饱受摧残。罢工接
二连三……情急之下，里昂市长修书一封，急送伦敦劳合社。
几天之后，希思先生的特派代表帕斯如神兵天降，出现在市长
面前。他以最快的速度查清损失情况，并核实了市长的索赔
请求，然后，“以向淑女敬献玫瑰花般优雅的动作”，递给市长
一张支票。刹那间，市长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很长时间来一
直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疑虑烟消云散。

第二天，里昂市财政部发现，由于汇率关系，帕斯先生多
付了 2. 5 万法郎。对于市长的通告，劳合社极其潇洒地回了
一封电报: “请将多付的款项捐赠给贵国的慈善机构。”

法国里昂市长感慨不已: “现在我完全懂得了一个英国
绅士的签字意味着什么。”

劳合社最近的一次历史性事件是在 1984 年。是年 2 月，
美国航天局发射了两颗卫星，因技术问题而没有进入预定轨
道。这两颗卫星的保险金额分别为 1. 05 亿美元和 0. 75 亿美
元。卫星承保人支付了赔款，并且获得了对卫星的所有权。
为了挽回损失，劳合社代表卫星承保人组织了保险史上第一
次“空间救助行动”。在浩渺的宇宙空间，“发现号”航天飞机
上的 5 位宇航员经过艰苦努力，终于成功地回收了这两颗卫
星。为此，劳合社特制“劳氏银质奖章”，由美国总统里根亲
手授予 5 名宇航员。这次救助的成功，被认为“创造了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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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伟大的奇迹”。当时的劳合社主席彼得·密勒先生颇
感自豪地说: “宇航员在技术上的果敢和智慧，只有那些组织
抢救的劳氏承保人在商业上的果敢和智慧才能与之比拟。”

凭借它的雄厚实力，这个保险巨人可以充满自信地宣称:
如果你有什么保险问题，请找劳合社。

·叩 响 中 国 大 门

美国学者戴维·博达尼斯曾经写下这样一段发人深思的
话: “当欧洲还笼罩在黑暗年代的阴霾之中，中国的官员就已
经精神抖擞，乘着装有指南针的轻便马车，到各地去参观装置
着固体燃料的探空火箭的一些天文研究中心。1000 年之后，
欧洲科学家在发动工业革命时，中国官僚却还在迈着固定的
方步。相形之下，他们已经不那么精力充沛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度之一，理应在各方面
“领导世界新潮流”。但由于闭关锁国，妄自尊大，延续了千
百年封建统治。年轻的西方各国后来居上，以科学技术的进
步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又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现代文明
的产生与繁荣。

保险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公元 14 世纪中叶，西方已有了
现代保险的萌芽。到了 16 世纪末，保险制度已经相当完备。
1601 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一项法令中阐述了保险的
原则: “几百年来，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常见做法是，当商人
开始任何庞大的投机经营时，他们就给别人———一般是许多
人———付一些钱，以保险作为庞大投机经营对象的船舶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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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通常的手续是填一张保险单。有了这样的保险单，船舶的
沉没和破损不至于给任何人带来灭顶之灾。损失对许多人来
说，是个轻松的负担，但对几个人来说却是个沉重的负担。”
这一表述相当准确，它点明了保险的实质意义———分担风险，
让所有参加保险的人分担少数遭受不幸的人的损失( “损失
对许多人来说是个轻松的负担，但对几个人来说却是个沉重
的负担”) 。

经过漫长的 200 多年之后，现代保险观念才传入已经远
远落后了的中国。

1859 年，太平天国“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洪
仁，在他的《资政新篇》中介绍了西方保险: “外国有兴保人物
之例，凡屋宇、人命、货物、船等，有防于水火者，先与保人议
定，每年纳银若干，有失则保人赔其所值，无失则赢其所奉。
若失命则父母妻子有赖，失物则已不致尽亏。”洪仁首次创议
中国兴办保险，功不可没。他看到了保险的形式 ( 每年交纳
一定数目的钱，如发生损失就得赔偿，如无损失则承保人赢
利) ，以及保险的好处( 万一死了人，一家老小可得经济补偿，
赖以生存;万一财产受损失，也不致一无所有) 。但也仅此而
已，只能算识得皮毛，远未涉及保险的精髓要义。

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洪仁的建议未能变为现实，而
外国人创办的保险公司却已纷纷落户于中国的土地上。

19 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用战舰和大炮开路，经济侵
略紧随其后，大摇大摆地在中国登陆。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上海滩上，
麇集了西方各国的冒险家。19 世纪中叶，上海已经出现数家
外国保险公司。眼见滚滚财源流入洋人的腰包，中国的买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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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也动了心。因为缺乏足够的实力独创事业，一些中国买
办将自己的资金投向外国保险公司，入股其中，借此分得一杯
余沥。此乃中国商人参与保险业的最初形式。

跟保险业同样肥利诱人的，是中国的沿海贸易。当时中
国的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尤以英国商人为最多。

1872 年，时值清同治十一年，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李鸿
章在上海设立轮船招商局，意欲打破外国人对中国航运业的
垄断，在洋人的夹缝中奋力拚争，走自强之路。这对于上海的
外国轮船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冒犯”。英国轮船公司先
是大造舆论，预言轮船招商局“无洋经理断难自立”，“股本无
多，决难长久”。继而又想凭借船舶保险中的垄断地位，制约
轮船招商局的营运。

洋务派接到西方经济思想的影响，已经认识到保险对事
业成功的保障作用，并且深知风浪中行船的险恶。但当时中
国尚无自己的保险公司，轮船招商局只得到英国人开办的保
险公司去投保。正如预料之中的那样，英国保险商与英国轮
船公司沆瀣一气，处处刁难。初则以招商局的轮船悬挂龙旗
和双鱼旗为借口，拒绝承保;后经再三交涉，终于同意承保，但
条件极为苛刻:每艘船的保险金额仅为白银 15000 两，远远低
于船的价值，但保险费奇高，而且保险期限只有短短的 15 天。
轮船招商局气愤不过，直接致电国外的保险公司投保，仍然未
能尽如人意，每艘船只按六成投保，价值 10 万两的船舶，每年
要付保险费 1 万两。万般无奈之中，轮船招商局决定从 1874
年起，由局中提取船舶保险公积金，自行承保六成之外部分。
也正是在这种四面受压的情势下，洋务派决定“师夷之长技
以制夷”，开始酝酿自己开设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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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 年 11 月 5 日( 光绪元年十月初八) ，轮船招商局在
《申报》上刊登“告白”，宣布设立保险招商局，并从 1875 年 12
月 28 日起开始营业。“告白”中说: 保险具有独特的保障作
用，物主只要拿出不到 1 /10 的费用，“即能化险为夷”。以前
中国的保险业一向为洋人专办，“其获利甚速且多”。现在设
立保险招商局，不仅承保轮船招商局本身的船舶及其货物，而
且可以承保洋行的船、货。每艘轮船可以投保船身 1 万两、货
物 3 万两，超额部分可向洋商保险行转保。保险有效的地域
范围，先以轮船招商局已经设立的码头为限，以后再加扩展。

保险招商局还在“告白”中征召股东，总共集股 1500 份，
每股规定 100 两。一共集成本银 15 万两。一年之后若有盈
亏，照股摊派，风险共担，利益分享。

1876 年，保险招商局改名为“仁和保险公司”。1878 年，
轮船招商局又开设了“济和保险公司”。1885 年，两家公司合
并为“仁济和保险公司”。现在，中国保险界往往以 1885 年
作为中国民族保险业诞生之年，以上海作为中国民族保险业
的发祥地。

半个多世纪以后的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外国
保险商在中国大陆已无生意可做，纷纷撤出。1949 年 10 月
20 日，新中国的国家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宣
告成立，从此开辟了中国保险史的新纪元。

纵览世界保险史，我们可以惊异地发现:保险起源于一种
人类共同的情绪———恐惧，对危险的恐惧。

共同的情绪，相似的感觉，会使截然不同的人们结合在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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