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江师专学报 了社会科学版 )

1 9 9 4 年 第 3 期
一~ 一

~
~

一
~

一
, 户

~
~

一 — —一一

—
--

—
~

门 一
1

~ 一一

近 代 中 国 保 险 业 概 述

昊 国 民

保险业是西方资本主义
、
的一种金融经营

一

方式
。

鸦片战争前后
,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逐

步侵入中国
,

它也随之入境
。

保险有水保险
、

火保险
,

后来又有人寿叹险等等
,

但主要是水保险
。

在资本主义国家经

济体系里
,

保险
一

与航运厉来不可分割
,

有轮 .合员!}有保险
。

轮运有了保险
,

便可以防止海损事

故带来的损失
,

从丽保证 了船运贸易的正常 决营 此外
,

西方列强通过船运保险还可以控制

中国航运业
。

中国最初的保险公司均为外国洋行听开设
,

其时船商揽载货运的一个重要条件

就是必须取得保险公司的承保
,

如果没有取导外国保险公司的承保
,

货主对其在运输途中的

货物就不放心
,

也就是缺乏保证
,

不可信任
一

这样
,

中国的商船便无货可运
。

当时中国的保

险公司都是外国洋行所开设
,

因此中国的航 几就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控制
。

中国最早的保险公司是英国商人于 1 8 3乐乒了;广 州开办的裕仁保险公司
。

鸦片战争前
,

清

朝实行闭关自守政策
,

只有广州一 口 对外开 友通商
,

而此时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上升时期
,

迫切需要向外推销商品
。

为了抢占巾国市场
;

西方列强一方面企图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
,

取

得更多的通商口岸
;
另一方面又加紧向广州 二输大量商品

,

通过广州再将商品倾销到全国各

地
。

因此聚集在广州的外国商品就越来越多
,

货主迫切需要保险以防万一
,

于是英国商人首

先于 18 35 年在广州创办了第一家裕仁保险公 习
。

鸦片战争后
,

.

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 与之签订

《南京条约》 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

攫取到更多的通商 口岸和降低关税税率等特权
,

从而将

廉价的商品向中国大量倾销
,

船舶往来和仓浅库房等不断增加
。

同时西方资本主义 国家将商

品运输到中国主要是靠水运
,

路途遥远
,

天气变化莫测
,

商品在运输途中并不那么安全
,

作

为货主的资本家迫切需要一种
“
保护

” ,

以增加安全感
,

于是保险业便应运而生
。

另一方面

由于西方列强普遍在中国取得了片面 的最惠国待遇等特权
,

通商 口岸对各国开放
,

各个通商

口岸往往聚集了更多的各国商品和物资
,

仓 乍
、

码头和堆栈等与日俱增
,

一些意外事故如火

灾等也就在所难免
,

这就更加需要保险
,

所
,

次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侵略的加深
,

保

险业在中国也就兴盛起来
。

外 国来华商人不断创办新的保险公司
,

主要有宝顺洋行的放仁洋面保安行
,

怡和洋行的

谏当保险行
、

香港火烛保险公司等
。

在
_

日每有两家历史较久的保险公司即保家行和扬子保险

公司
,

在广州的有中国火灾保险公司及笑商
一

L约保险公司
,

同时又出现了经营人寿保险业的

公司即英商永福和大东两家人寿保险公司等
「

中国人筹办保险业则是始于十九
一

世纪六
一

十年代中叶
,

买办唐廷枢对中国保险业的创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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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了很大作用
。

唐廷枢
,

号景星亦作镜心①
,

广东香山县六
。

在 1 86 瞬
,

正式担任怡和洋行买办
,

前后

计 10 年
。

1 8 7 3年唐廷枢离开怡和洋行
,

参加 了轮船招商局的改组工作
,

直至 1 8 7 6年
。

后来他

受李鸿章委托筹办开平煤矿
,

但仍长时间地兼管招商局的业务
,

正是他在招商局工作的这段

时间
,

中国人自己开办的保险业才开始诞生
。

1 8 7 2年李鸿章提出
“
华商 自建行栈

、

自筹保险
”

②的主张
。

当年 1 1月招商局向英国商人

购买了一艘
“
伊敦

”

轮
,

各洋商保险行为了挤垮中国新生的航运业
,

拒绝给这艘船保险
。

而

轮船如果没有保险
,

则将无货可运
,

于是招商局不得不 以巨额银两向怡和洋行和 保 安 行 投

保
,

方始勉强获得同意
,

但怡和洋行和保安行的条件却相当苛刻
,

它们仅答应各担保 1
.

5万

两
,

并且以 15 天为期限
。

因而不久以后招商局又被迫投保于保家行
,

保家行的投保条件同样

非常苛刻
,

规定每船限保 6 万两
,

超过的部分不保
,

保险费用按月计算
,

并且实行
“ 一分九

扣
”
的原则

,

即一条值银 10 万两的船只每年须纳保险费 1万余两③
。

招商局为了摆脱列强的

敲榨勒索
,

t

决定 自己开办保险业
。 1 8 7 3年 7 月招商局制定了 《轮船招商局章程》 指出

“
栈房

轮船均宜保险
” ,

规定 “
栈房由招商局向保险行保火险

,

轮船则等三年后另筹保险公款
” ,

④

同时还作出具体规划
,

在保险基金扩大之后不但可保自船
,

即他船亦可兼保
,

这就勾勒出未

来的保险公司的轮廓
。

1 8 7 5年招商局决定集资招股
,

设立保险招商局
,

n 月份总办唐廷枢会办徐润及汉口
,

天津等几个分局的商董联 名在报纸上刊登 《保险招商局公启 》 ,

详细说明了保险招商局的创

办宗旨
、

集股办法等等⑤
。

这份公启还公布了第
一
批办理保险业务的口岸为镇江

、

九江
、

汉口
、

宁波
、

天津
、

烟

台
、

营口
、

广州
、

福州
、

香港
、

汕头
。

第二批口岸为台北
、

淡水
、

基隆
、

打狗
、

以及新加

坡
、

西贡
、

吕宋
、

长崎等⑥
。

1 8 7 6年徐润
、

唐廷枢等在创办保险招商局的基础上
,

创办了仁和保险公司
,

这是中国人

自办的第一家船舶保险公司
。

为了扩大保险业务范围
, 1 8 7 8年 3 月

,

徐润等又创办了济和水

火险公司
, 1 8 81 年该公司增添了新加坡

、

旧金山等国外的保险业务
。

为了减少纠葛
,

划清经

济权限
,

调整管理体制
, 1 8 8 6年 2 月仁和

、

济和两保险公司实行合并
,

成立仁济和保 险 公

司
。

仁济和保险公司在保险业行业里有着很大的影响
,

它对西方列强在华保险业起了很大的

抗衡作用
。

除此之外还有 5 家中国人开办的保险公司即上海义和公司保险行
、

安泰
、

常安
、

万安和

上海火烛保险公司
。

其中最早的一家是六十年代中期出现的上海义和公司保险行
,

行址设在

与怡和洋行关系密切的德盛号内⑦
。

此外
,

还有中国人开办的人寿保险公司
,

以 1 8 7 8年成立

的永平人寿保险公司为最早
。

这些华商开办的保险公司
,

在赔补海事损失与增强招商局自身实力等方面
,

均发挥了重

大作用
,

更为重要 的是它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保险业垄断的局面
。

华商开办的保险公司
,

其资木大多来 自买办
。

如仁济和保险公司的重要股东除了买办徐

润
、

唐廷枢
、

刘绍宗
、

陈林棠外
,

还有麦加利银行的买办韦华国
、

柯华威洋行的买办郑 廷

江
,

汇丰洋行的买办唐国泰
,

上海的著 名茶商姚锡以 及唐廷枢之弟唐应星
、

唐静庵等⑧
。

其

中徐润作为创始入之
一 ,

他的投资高达 15 万两
,

占公司全部资木的 15 %⑨
。

安泰公司的董事

是广东买办郭甘章
。

经理何献释
,

是华侨商人
,

曾在 香港殖民政府里当过两年差事L
。

上海



火烛保险公司的董事是怡和的买办唐廷植
,

经理是高易洋行的买办李秋坪@
。

在以买办作为基本力量的华商保险公司中
,

虽然有些公司不得不依靠外国洋行
,

但也有不

少公司是力图排斥外国洋行的参与和干预的
。

例如郭甘章和何献释等在合办安泰保险公司时

就曾提出了外国保险公司的设立
“ 不仅利润流向国外

”

而且
“ 剥夺了内地货物在投保方面的

便利条件
” 。

L因此
,

安泰保险公司在从资本筹集直到企业管理等方面都力求排斥外国洋行

的参预
, 明确规定

“
中国人以外的任何人

,

不得持有股份
” ,

L所以就没有外国股东
,

也没

有外国的经理
。

从这一点来看
,

这些保险公司就多少带有民族资本的色彩
,

买办资本就有向

民族资本转化的可能性
。

笔者曾写过一篇关于巾国买办的文章
,

其中谈到了如何正确认识和

看待中国买办阶级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

其中也包括保险业方面
,

我们不能排

除买办在这些方面所起的积极进步作用
。

不仅华商开办的保险公司
,

其资本主要来自买办
,

即使外国人开办的保险业
,

其绝大部

分资本也都是中国买办引荐的
。

唐廷枢在担任怡和洋行买办的第五年
,

即 1 8 6了年就附股于英

国怡和洋行经营的谏当保险行L
,

后来怡和洋行又设立香港火烛保险公司
,

他设法推销了全

股份的五分之三
。

谏当保险行与香港火烛保险公司是华南两家历史最久规模最大 的 保 险 公

司
,

后来这两家保险公司的大量 中国股份又均为买办何东与何甘棠控制
,

何东既是谏当保险

行的董事
,

也是两家公司的中国经理处的代表
。

L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创办的一系列保险业和保险公司
,

都是出于 自身商品输出以及

后来资本输出的需要
,

它们在中国大量倾销商品
,

商品在运输和存放时不可避免地会有 风

险
,

这就需要有专门的
“ 保险

”

来承担
,

才能保证最大利润的攫取
。

同时
,

也是为了垄断中

国泊份保险业
。

当华商设立保险公司后
,

它们立即进行排挤打击
,

故意降低保险费用
,

蓄意使

华商保险公司无利可图
,

从而关门倒闭或为它们所兼并
。

这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建立 保 险

业
,

开办保险公司的真正目的
。

华商保险公司基本上均是由买办操纵
,

资金也都是来自他们手中
,

其目的也是为了攫取

最大利润
。

但由于它们的资金和规模都不能和外国保险公司相比
,

因此
,

长期以来一直受到

帝国主义的操纵
。

只要它们不对西方列强的保险公司构成太大的威胁
,

帝国主义有时是会容

忍它们存在的
。

一旦稍具规模
,

门路多了
,

生意广了
,

帝国主义就立即采用各种手段破坏捣

乱
,

直到其倒 闭为止
。

因此近代的中国保险业是一直受到帝国主义控制的
。

并且不管是西方

列强开办的
,

还是华商开办的保险业
,

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剥削中国人民
。

当然中国买

办开设的保险公司与西方列强开办的保险公司毕竟不能完全等同
,

它多少带有一点民族资本

主义的色彩
,

并且还有维护中国保险业与帝国主义抗衡的积极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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