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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保险利益原则及其目的

保险利益原则是指
,

保险利益构成保险合同的效力要件
,

对于保险合同的效力具有基础评价意义
,

投保人

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

不具有保险利益的
,

保险合同无效
,

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

律上承认的利益
。

保险标的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
。 〔 〕保险标的或者为

财产和财产利益
,

或者为人身和人身利益
,

但投保人对之应当有利害关系或者有法律上认可的利益
。

所谓利

害关系或者法律上认可的利益
,

对于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
,

并无本质的差别
。

保险利益原则的根本 目的在于 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而更好地实现保险
“

分散危险和 消化损失
”

的功能
。

但是
,

保险利益作为保险合同的效力要件
,

其 目的因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而有些差异
。

对 于财产保险合同
。

保险利益原则的发展 以及立法例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
,

坚持了二个基本 目的 禁

止将保险作为赌博的工具
,

以及防止故意诱发保险事故而牟利企图
。 〔 〕在财产保险合同的情形下

,

保险利益用

于限制和评价损害赔偿的数额
,

贯彻损害填补原则
,

可以充分实现防止赌博合伙诱发道德危险的 目的
。

被保

险人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
,

发生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标的损害
,

被保险人本身不可能有损害
,

不能借助保险

获取不当利益
。

强调保险利益的存在
,

说明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有切身利害关系
,

保险标的发生的损害构成

保险人给予赔偿的最高限额
,

被保险人用该保险标的进行赌博或者故意造成该保险标的损害
,

无助于获取更

多的利益
。

总之
,

财产保险要求保险利益
,

有助于估价被保险人损失
、

避免或者防止赌博行为
、

以及防范引发

道德危险
。 〔 ,

对于人身保险合同
。

对于人身保险合同
,

保险利益用于评价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依据
,

所

要解决的根本间题在于为什么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受领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
。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由

保险人处取得保险金
,

并非其因为被保险人的死亡而受到的损失
。

所以
,

保险利益对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请求给付保险金并不具有估价损害的意义
。 〔们保险利益对于人身保险的评价 目的

,

在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有

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亲属关系或者信赖关系
,

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排除投保人可能进行的赌博或者投机或者谋

财害命行为
,

以肯定投保人的诚实信用
。

所以
,

人身保险利益的根本 目的
,

在于防止投保人利用人身保险进行

赌博以获取不当利益
,

防范投保人谋财害命而维护被保险人的人身安全利益
。 〔 〕

二
、

保险利益及其特征

保险利益
,

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法律上的利益
,

包括财产利

益和人身利益二个方面
。

究竟什么是保险利益 解释上说法甚多
。

有学者认为
,

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

所具有的利害关系
,

即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
,

以致保险标的不安全而受损
,

或者因为保险

事故的不发生而受益的损益关系
。 〔的有学者认为

,

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 被保险人 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经

济利益
。 〔 〕对保险利益所为上述定义

,

将保险利益归结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经济利益
,

对于财产上的保险利益可以予以说明
,

难以用之说明人身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利益
。

为了克服这一缺陷
,

有

学者认为
,

保险利益是指当事人对于保险标的所具有的为法律所承认的利害关系
。 〔的 财产上的保险利益和人

身上的保险利益应当加以区别
,

对财产上的保险利益的认识
,

不能完全适用于人身上的保险利益
,

财产上的保
·



险利益和人身上的保险利益应当适用不同的规则
。 ‘

,

财产 二的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于特定财产所具有的实

际和法律上的利益
,

人身上的保险利益对于投保人本人为其主观价值
,

对于第三人则为投保人和该第三人之

间的相互关系
。 〔, 。〕我国法律基于此一观念

,

对保险利 益给出 了一个可以涵盖财产和人身保险利益的概括定

义
。

我国《保险法 》第 条规定
“

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 承认的利益
。 ”

在财产保险合

同上
,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因保险事故的发生以致保险标的的不安全而受到损害的利害关系
,

或

者因保险事故的不发生而免受损害的利害关系
,

均可成立保险利益
。

在人身保险合同上
,

投保人对 自己的寿

命或者身体所具有的所属关系
、

与他人之间所具有的亲属关系或者信赖关系
,

可以成立保险利益
。

川止但是
,

保

险利益的范围或者存在形式
,

因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而表现不同
。

保险利益作为保险合同的效力要件
,

为社会公共利益所提倡
,

具有以下特征

适法性
。

保险利益应当具备适法性
,

构成符合法律要求的利益
,

并为法律所承认和受法律的保护 合法

的利益
,

可因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
,

可因当事人的约定而发生
,

但是当事人取得的利益
,

不得违反法律的强

制性规定以及社会公共利益
。

凡是不符合法律规定而取得的利益
,

不能成为保险标的
,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

对之虽有利害关系
,

但没有保险利益
。

例如
,

投保人因为实施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或者违反公序 良俗的行为
,

所

取得的利益
,

不具有保险利益
,

以此订立的保险合同无效
。

我国《保险法 》第 条第 款规定
,

保险利益必须为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

确定性
。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利害关系
,

己经确定或者可以确定的
,

才能构成保

险利益
。

已经确定的利益或者利害关系
,

为现有利益 尚未确定但可以确定的利益或者利害关系
,

为期待利

益
。

可见
,

投保人可以为其现有利益 如所有或者占有的财产 投保
,

也可以为其将来可以确定的期待利益 〔如

责任
、

将取得的权利等 投保
,

但是
,

在人身保险合同上
,

投保 人对被保险人的寿命或者身体所具有的保险利

益
,

必须为现有利益
,

是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和被保险人之间己经确定的既存利害关系
,

例如亲属关系
、

抚

养关系
、

信赖关系等
。

公益性
。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

为社会公益所追求
,

不单独为维护保险

人的利益所要求
。

首先
,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没有保险利益
,

保险合同无效
。

其次
,

投保人和保险

人不能以保险合同的约定排除或者限制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
。

最后
,

没有保险利益
,

不论保险人是否引证
,

保

险合同绝对不具有约束力
,

法院在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时
,

可以 当事人缺乏保险利益为由
,

判决保险合同无

效
。 〔‘幻尽管保险利益的公益性事实上优于对保险人的利益的考虑

,

但是
,

美国多数法院却坚持
,

惟有保险人 可

以缺乏保险利益而主张保险合同无效
。 〔 这无疑是对保险利益公益性的限制

。

依照英国保险法理论
,

保险利

益可以分为法定保险利益 和约定保险利益 二类
。

法定保险利益为法

律规定的利益
,

缺乏该利益
,

保险合同不法和无效
,

不论保险人是否主张缺乏保险利益的抗辩
,

法院可以径行

判决保险合同无效 约定保险利益为保险单规定应当具有的利益
,

缺乏该利益
,

保险合同并非当然无效
,

除非

保险人主张缺乏保险利益的抗辩
,

被保险人可以请求执行该保险合同
。 〔,‘〕我国法院在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时

,

若涉及到保险利益原则的适用
,

应当从保险利益的评价作用 保险合同的效力要件 以及强调保险利益的 目的

防止不法投机或者赌博
,

从根本上不给道德危险的诱发提供机会 出发
,

坚持保险利益的公益性
。

此外
,

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还具有计算性特征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现有利益
、

期

待利益和责任利益
,

惟独具有金钱价值并可以加以计算的
,

才能构成保险利益
。

例如
,《日本商法典 》第 条

规定 保险合同应当以可以金钱估算之利益为标的
。

保险利益的计算性
,

是判断财产保险合同是否构成超额

保险
、

以及限定保险合同的适用的基准
,

对于人身保险合同仅能部分适用
。 〔 〕

三
、

财产保险利益

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
,

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因保险事故的发生以致保险标的的不安全

而受到损害或者因保险事故的不发生而免受损害所具有的利害关系
。

财产保险利益应当为合法利益
,

实务上一般被抽象概括为财产权利
、

合同权利和法律责任等 类
。 〔‘印 财产权利包括基于财产权利而

享有的财产利益
,

其中最为显著的为所有权利益
、

占有利益
、

股权利益
、

担保利益等 合同权利为依照合同产生

的债权请求权 法律责任则是因为侵权行为
、

合同或者法律规定而发生的责任 〔‘ 公 。

有学者依照保险利益的直
· ·



观形式
,

将财产保险利益归结为所有利益
、

支付利益
、

使用利益
、

受益利益
、

责任利益
、

费用利益
、

抵押利益等

类
。 〔, 即财产保险利益的具体形态或者直观形式虽有不同

,

但并不妨碍我们将其归类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

保险标的所具有的现有利益
、

因保险标的的现有利益而产生的期待利益
、

责任利益三类
。 〔, 的

现有利益

现有利益
,

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享有的现存利益
,

包括但不限于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

对保险标的的所有权利益
、

占有利益
、

用益物权利益以及担保物权利益等
。

例如
,

房屋的所有人对其投保的房

屋具有保险利益
。

一般而言
,

下列情形产生保险利益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特定财产有法律上的权利 投保人或

者被保险人对于特定财产有实际而合法的利益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特定财产有运送的义务或者留

置的权利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特定财产为现占有人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特定财产虽无现

有权利或者利益
,

但依其法律关系
,

法律上确定的权利将因其灭失而丧失
。 〔

期待利益

期待利益
,

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保险标的的利益尚未存在
,

但基于其现有权利

而未来可获得的利益
。

期待利益因现有利益而产生
。

没有现有利益
,

也不可能存在期待利益
。

例如
,

企业因为

经营而可能获得的营利
,

农民因耕种田地而可能获得的收获物等
,

构成期待利益
。

期待利益一般因为具有法

律上的权利或者利益而发生
,

受法律保护
,

属于财产利益的一种
,

因合同而产生的利益
,

为期待利益的一种
,

我

国台湾《保险法 》第 条规定
,

凡基于有效契约所生之利益
,

亦得为保险利益
。

但是
,

期待利益还有因为事实原

因而产生的利益
,

它不以法律权利或者责任为基础
,

这在美国称之为
“

事实上的期待利益
” 。 〔川例如

,

业主经营的将来利润所得因为营业中断 并无他人应对此负责 所可能发生的损失
,

构成事

实上的期待利益
。

事实上的期待利益
,

构成业务中断保险的保险利益
。

责任利益

责任利益
,

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所承担的合同上的责任
、

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以及其他

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
。

责任利益
,

属于法律上的责任
,

一般以民事赔偿责任为限
, 〔 〕非法律上的责任

,

不能称

之为责任利益
。

依通常的见解
,

民事赔偿责任产生于侵权行为和违反合同的行为
。 〔翔 民事赔偿责任

,

还可以因

为法律规定而发生
。

因此
,

可以称之为保险利益的法律责任
,

应当以被保险人的行为和损害事故之间的法律

上的联系 。 。 为基础
,

可因侵权行为而发生
,

亦可因合同行为而发生
,

还可以因为法律的

规定而发生
。 〔 总之

,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有承担民事责任的可能时
,

对其可能承担的责任具有保险利益
。

例

如
,

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其应负担的赔偿责任有责任利益
,

可以投保责任保险
,

也就是说
,

责任保险以被保

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当负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
。

四
、

人身保险利益

保险利益作为保险合同的效力要件
,

同样无例外地约束人身保险合同
。

投保人以 自己的身体或者寿命为

保险标的
,

订立人身保险合同
,

有保险利益无疑 投保人以他人的身体或者寿命为保险标的
,

订立人身保险合

同
,

应当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
,

没有保险利益
,

所订立的人身保险合同无效
。

但是
,

作为人身保险合同效力

要件的保险利益
,

不伺于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
。

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并不直接体现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之利害关系
,

而体现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

的人身依附关系或者信赖关系
。 〔 当然

,

学者们长期认为
,

人身保险利益并非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法定

关系
,

而是隐藏在这些关系背后的经济利益关系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凡是依照保险法的规定存在法定关

系的
,

推定投保人有保险利益
,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继续生存有法定利益或者合理的期待利益
,

对于被保险人

的死亡将蒙受损失或者负有责任
。 〔绷这种认识

,

实际上是将人身保险利益和财产保险利益进行类 比的结果
。

事实上
,

人的寿命或者身体并没有金钱价值
,

人与人之间的亲属关系或者信赖关系也不能用金钱价值予以衡

量
,

将人身保险利益归结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存在的法定关系背后
“

若隐若现
”

的经济利害关系
,

实在过

于牵强
。

因此
,

本人认为
,

人身保险利益实质上为投保人对 自己的寿命或者身体所具有的所属关系
,

以及投保

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亲属关系和信赖关系
。

投保人对 自己的身体或者寿命具有保险利益
,

是因为投保人对 自

己的寿命或者身体拥有无限的利益 但是
,

投保人对他人的身体或者寿命有否保险利益
,

并不取决于投保人和
· 。



被保险人相互间有否利害关系
,

没有法律的特别规定
,

不能确定之
。

各国保险法关于人身保险利益
,

采取不同的原则和方法予以确认
。

但是
,

总体上可以划分为利益原则
、

同

意原则
、

利益和同意兼顾的原则
。 〔州

利益原则
。

投保人以他人的寿命或者身体为保险标的
,

订立保险合同
,

是否具有保险利益
,

以投保人和

被保险人相互间是否存在金钱上的利害关系或者其他私人相互间的利害关系为判断依据
,

有利害关系则有

保险利益
。

美国
、

比利时
、

荷兰
、

葡萄牙等国家的法律实行这种原则
。

例如
,

美国纽约州《保险法 》第 条规定
,

订立人寿保险合同而具有保险利益者
。

有 血亲或者姻亲相互间以感情为基础的切实利害关系者 上列

以外的人
,

对被保险人的生命
、

健康或者安全有合法且实际的经济利益者
,

但是
,

以被保险人的死亡
、

伤残而取

得保险金为其唯一利益的
,

没有保险利益
。

同意原则
。

投保人以他人的寿命或者身体为保险标的
,

订立保险合同
,

是否具有保险利益
,

不论投保人

和被保险人之间有无利害关系
,

均以投保人是否 已经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为判断依据 投保人征得被保险人

同意订立保险合同的
,

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
。

德国
、

法国
、

瑞士
、

日本
、

意大利
、

韩国等国家的法律从属这种

原则
。

例如
,

韩国商法典第 条规定
,

订立以他人死亡为保险事故的保险合同
,

应当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
。

利益和同意兼顾的原则
。

投保人以他人的寿命或者身体为保险标的订立保险合同
,

是否具有保险利

益
,

或者以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相互间是否存在金钱或其他利害关系
,

或者以投保人是否已经取得被保险人的

同意为判断依据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相互间有经济上的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
,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有

保险利益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相互间没有利害关系
,

但是征得被保险人同意订立保险合同的
,

投保人对被保险

人有保险利益
,

我国保险立法和实务基本实行利益和同意兼顾的原则
。

我国《保险法 》第 条规定
“

投保人对

下列人员具有保险利益 一 本人 二 配偶
、

子女
、

父母 三 前项以外与投保人有抚养
、

赡养或者扶养关系

的家庭其他成员
、

近亲属
。

除前款规定外
,

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
,

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

保险利益
。 ”

人身保险利益的具体形式
,

主要表现为以下儿个方面

本人
。

本人是指投保人 自己
。

任何人对于 自己的身体或者寿命
,

有无限的利益
。

投保人以其本人的寿

命或者身体为保险标的
,

可以任意为本人的利益或者他人的利益订立保险合同
,

并可以任意约 定保险金

额
。 〔绷投保人以 自己的寿命为保险标的投保人身保险

,

被看作是诚实信用的充分保障
、

排除道德危险和谋财

害命的信心保障
。 〔 投保人以其本人为被保险人订立的保险合同

,

任何人均不得以投保人欠缺保险利益而否

认保险合同的效力
。

配偶
、

子女
、

父母
。

投保人的配偶
、

子女或者父母
,

为投保人的家庭成员
。

依照一般原则
,

家庭成员相互间

具有保险利益
。

家庭成员相互间有亲属
、

血缘以及经济上的利害关系
,

投保人以其家庭成员的身体或者寿命

为保险标的
,

订立保险合同
,

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

投保人的配偶
,

是指与投保人处于合法婚姻关系中的另一方

当事人
,

夫妻间互为配偶
。

投保人的子女
,

是指投保人的最近的晚辈直系亲属
,

包括投保人的婚生子女
、

非婚

生子女
、

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

投保人的父母
,

是指投保人的最近的直系尊亲属
,

包括生父母
、

养父

母以及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

投保人对其家庭成员有保险利益
,

但是
,

依照我国《保险法 》第 条第 款的规

定
,

除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而订立保险合同以外
,

投保人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而订立的保险合同
,

未经被保险人的书面同意和认可保险金额的
,

保险合同无效
。

其他家庭成员
、

近亲属
。

投保人的家庭成员
,

包括配偶
、

子女
、

父母
,

以及与投保人具有扶养关系或者赡

养关系的其他家庭成员
、

近亲属
。

投保人的其他家庭成员
、

近亲属
,

主要有投保人的祖父母
、

外祖父母
、

孙子女

以及外孙子女等直系血亲
,

投保人的亲兄弟姐妹
、

养兄弟姐妹
、

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 妹等旁系血亲
。

投保人对

其他家庭成员
、

近亲属有保险利益
,

必须以投保人和其他家庭成员
、

近亲属之间存在抚养关系
、

或者赡养关系

或者抚养关系为前提
。

如果投保人和其他家庭成员
、

近亲属之间没有抚养关系
、

或者赡养关系或者扶养关系
,

投保人对之没有保险利益
。

同意他人投保的被保险人
,

投保人以他人的寿命或者身体投保人身保险
,

投保人和该被保险人没有上

述的家庭成员或者亲属关系
,

不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相互间有无其他利害关系
,

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订立 人

身保险合同的
,

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
。

视为有保险利益
,

在法律效果上与有保险利益并无不

。



同
。 〔 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投保

,

构成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取得保险利益的一种法律事实
。

凡经被保险人书面

同意订立人身保险合同的
,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
。

投保人有保险利益订立人身保险合同后
,

转让
、

质

押保险合同的
,

应当征得被保险人的书面同意
,

否则
,

合同的转让
、

质押不发生效力
。

有其他利害关系的人
。

投保人对他人具有人身信赖或者法律上的积极利益或者权利
,

由于该人的死亡

或者残废以致影响投保人的利益的
,

投保人对该人有保险利益
。

对投保人有其他利害关系的人
,

主要限于投

保人的债务人
、

投保人的财产或者事务的管理人
、

投保人的雇员等
。

投保人对其债务人
,

有经济上的利害关

系
,

具有保险利益
。

但是
,

投保人为债务人时
,

对债权人没有保险利益
。

投保人对管理其财产或者事务的人具

有管理上的经济利益
,

从而有保险利益
。

例如
,

公司对其经营管理人员
,

不执行合伙业务的合伙人对执行合伙

业务的合伙人
,

有保险利益
。

企业事业单位对其雇员存在劳动或者雇佣关系
,

对雇员具有保险利益
。

例如
,

企

业事业单位可以其员工或者职工为被保险人
,

订立团体人身保险合同
。

但是
,

我国《保险法 》第 条以投保人

和被保险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和信赖关系为基础
,

严格限定人身上的保险利益的范围
,

并没有将人身上的

保险利益扩及于投保人的债务人或者有其他商务关系之人
。 〔 我国台湾《保险法 》第 条规定

,

投保人对债

务人
、

为本人管理财产或者利益之人也有保险利益 学者更进一步解释
,

投保人对与其有契约或者商务关系的

人有保险利益
,

即债权人对债务人
、

雇佣人和受雇人相互间
、

合伙人间有保险利益
。 〔 在我国现阶段

,

似乎没

有必要将人身保险利益延伸到亲属关系或者信赖关系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上
,

这样可以确保人身保险业务

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

但是
,

为推广和发展团体人身保险业务
,

我国《保险法 》或者司法实务应当承认
,

企业
、

事

业单位对其员工基于劳动或者雇佣关系
,

具有保险利益
。

例如
,

企业为其员工订立团体人身保险时
,

可以不必

征得员工的同意
,

直接和保险公司订立以员工为被保险人的团体人身保险合同
。 〔

依照我国《保险法 》第 条的规定
,

投保人对本人
、

配偶
、

子女
、

父母
、

有抚养或赡养或扶养关系的其他家

庭成员
、

或者经其同意的其他被保险人
,

有保险利益
。

投保人对他人具有人身保险利益
,

只是说明投保人可以

对之订立人身保险合同
,

但并不等于投保人可以其具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的身体或者寿命订立任何种类

的人身保险合同
。

例如
,

我国《保险法 》第 条规定
,

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

金条件的人身保险
。

至于对他人有保险利益的投保人可以订立何种内容的保险合同
,

以及投保人能否订立具

有特定属性的人身保险合同
,

还有赖于我国法律的进一步规定
。

五
、

保险利益原则的效力范围

保险利益原则应当在何时
、

对何人具有评价保险合同效力的意义
,

构成保险利益原则的效力范围
。

保险

利益应当在什么时间存在
,

才能作为评价保险合同效力的因素
,

这是保险利益原则的时间效力
,

保险利益原则

约束投保人
,

但是否约束保险合同的关系人
,

这是保险利益原则的对人效力
。

保险利益原则的效力范围
,

是保

证合理
、

公正地运用保险利益原则的核心内容
。

一般而言
,

保险利益作为保险合同的效力要件
,

不仅对保险合同的成立有意义
,

而且对保险合同的效力维

持也有意义
。 〔 依照保险利益原则的传统观念

,

投保人 被保险人 在订立保险合同时
,

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

保险利益
,

在保险合同效力存续期间内或者在保险事故发生时
,

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 〔

我国《保险法 》第 条的规定采取了相同的立场 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没有保险利益的
,

保

险合同无效
。

我国学术界对保险利益原则的理解
,

也建立在保险利益原则的传统观念上 投保人在订立保险

合同时
,

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

没有保险利益的
,

保险合同无效 在保险事故发生时
,

被保险人丧失保

险利益的
,

保险合同失效
。 〔

但是
,

现代保险业的发展
,

使人们对保险利益 特别是对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 原则产生了更为深刻的理

解
。

财产保险的目的在于填补被保险人所遭受的损害
,

保险利益原则要求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时对保险

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

就应当足够了 因此
,

法院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固守的保险利益传统观念
,

受到了理论上

的广泛评击
。 〔 现代保险理论和实务普遍认为

,

在订立保险合同时
,

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并

不十分重要 但是
,

在保险事故发生时
,

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
。 〔 对于财产保险而言

,

惟有

被保险人可以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填补损害
,

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
,

投保人对保险标

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并无实际意义
,

而且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

还会增加实务上的困扰
。 〔

这种观念应当成为适用保险利益原则的核心
。

实际上
,

海上保险合同早 已彻底贯彻了这一观念 但长期以来
。 。



被认为是保险利益原则适用的例外 投保人在订立海 上保险合同时
,

对保险标的可以不具有保险利益 但在

保险事故发生时
,

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

英国 年海上《保险法 》第 条第 款规定
,

被

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生效时
,

对保险标的可以不具有利害关系
,

但是
,

在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
,

被保险人对保险

标的必须具有利害关系
。 〔 保险利益原则观念的这种变化

,

对我国审判实务运用保险利益原则评价保险合同

的效力时
,

或许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

但是必须注意
,

保险利益原则的时间效力对于人身保险合同更有所例外
。

人身保险利益在订立保险合同

〔保险单生效时 时
,

必须存在
,

否则
,

保险合同无效 但是
,

在被保险人死亡时
,

保险利益是否存在
,

对保险合同

的效力不发生影响
。

因为人身保险合同并非填补损害的合同
,

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的
“

保险单生效时的利

益 ” ,

对于人身保险合同是必要和不可缺少的
。 〔‘ ,二

毫无疑间
,

保险利益原则仅约束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和关系人
。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
,

对

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

投保时没有保险利益的
,

保险合同无效 保险事故发生时
,

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

失去保险利益的
,

保险合同失效
。

惟独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有所不同
,

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
,

对保险标

的可以没有保险利益
,

但是在保险事故发生时
,

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

否则
,

保险合同失

效
。 〔 〕

依照我国《保险法 》第 条的规定
,

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

仅作文义解释
,

投保人在汀立

保险合同时
,

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在保险合同的效力期间内
,

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

益
。

要求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

确实可以有效地防止投保人利用保险进行赌

博
,

防止发生道德危险
,

有其积极作用
。

但是
,

保险合同成立后
,

保险合同不为投保人的利益而存在
,

仅仅为被

保险人 人身保险合同可以约定受益人 的利益而存在 〔们在此状态下
,

仍然强调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

保险利益
,

没有现实性
,

而且也是不合理的
。

特别是
,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人时
,

在保险合同成立后
,

投

保对保险标的丧失保险利益的情形十分复杂
,

被保险人因保险合同享受的利益不能因为投保人丧失保险利

益而受影响
。

投保人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

被保险人为保险合同分散危险
、

消化损失的利益承受者
,

保险合同

成立后
,

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失去保险利益的情形众多
,

且因为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而不同 因为投保

人对保险标的失去保险利益而致使保险合同失去效力
,

无法保证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
,

妨碍保险合同

的履行
,

不利于保险业的发展
。

所以
,

在保险合同有效成立后
,

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
,

对保

险合同的效力维持是至关重要的
,

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是否继续享有保险利益
,

不应当对保险合同的效力产生

影响
。

这种理解对于人寿保险合同尤具意义
,

例如英国 年人寿保险法规定
,

对于人寿保险
,

投保人在订立

保险合同时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

保险合同成立后
,

投保人失去保险利益的
,

保险合同的效力不受影响
。

保险合同成立后
,

被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所享有的利益
,

必须以其对保险标的仍然具有保险利益为基础

若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失去保险利益
,

在发生损害时
,

被保险人本身并无损害可言
,

保险人对失去保险利益的

被保险人为保险给付
,

被保险人仍然享有受领保险人的给付之权利
,

与
“

无损害即无保险
”

的固有保险理念相

悖
。

所以
,

保险合同成立后
,

无论何时
,

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
。

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
,

对

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但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丧失保险利益的
,

保险合同应当失去效力
。

对此
,

我国法律恰

好没有加以 区别
,

一律用
“

投保人
”

对保险标的应有保险利益加以涵盖
,

在用语上是不妥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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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合同无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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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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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失去效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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