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金融法律制度

考点 4：保险公估人

1、保险公估人是指接受委托，专门从事保险公估业务的评估机构。

2、保险公估是指评估机构及其评估专业人员接受委托，对保险标的或者保险事故进行评估、勘验、鉴定、估

损理算以及相关的风险评估。

3、保险公估人虽然接受委托从事保险公估业务，却不代表任何一方的利益，处于中立的地位，独立、客观、

公正地出具保险公估报告。

考点 5：保险合同的特征

1、保险合同是双务有偿合同。

2、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碰运气）

3、保险合同是诺成合同。

4、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

考点 6：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及关系人

1、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投保人、保险人）

当事人 身份 条件

投保人 可以是自然人，

也可以是法人。

应具备的条件是：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对

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保险人

承担赔偿或者

给付保险金责任的

保险公司

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

2、保险合同的关系人（被保险人、受益人）

（1）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

①财产保险中自然人和法人均可以作为被保险人，但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只能是自然人。

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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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人也不得承保。父母为其

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此限。（防止出现道德风险）

③当事人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被保险人可以在合同订立时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

他形式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也可以在合同订立后追认。（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的，保险合同无效）

【注意】下列情形，应认定为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保险合同并认可保险金额：

①被保险人明知他人代其签名同意而未表示异议的；

②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的受益人的；

③有证据足以认定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投保的其他情形。

（2）受益人

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

①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受益人的资格一般没有限制，自然人、法人均可为受益人。

【注意】胎儿作为受益人应以活着出生为限。

②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指定一人或数人为受益人。

③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未经被保险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应认定指定行为无效。

【注意】被保险人死亡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

①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②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提示】受益人与被保险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且不能确定死亡先后顺序的，推定受益人死亡在先。

③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解释】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该受益人丧失受益

权。



考点 7：保险合同的履行

1、投保人的义务

（1）支付保险费的义务。（最基本和最主要的义务）

（2）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保险人有权要求提高保险费或解除合同）

（3）保险事故发生后的通知义务。（通知出险）

（4）接受保险人检查，维护保险标的安全义务。

（5）积极施救义务。

2、保险人的义务

（1）给付保险赔偿金或保险金的义务（最主要的义务）

（2）支付其他合理、必要费用的义务。

【解释】被保险人请求保险人承担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合理费用，保险人以被保

险人采取的措施未产生实际效果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考点 8：物上代位制度

1、物上代位是一种所有权的代位，当保险标的因遭受保险事故而发生全损，保险人在支付全部保险金额之后，

即拥有对该保险标的物的所有权，即保险人代位取得对受损保险标的的权利。（目的在于防止被保险人获得双

重利益）

2、保险事故发生时，有全部损失和部分损失两种结果：

（1）全部损失时，保险人支付全部保险金额；

（2）部分损失时，保险人仅支付部分保险金额。只有支付了全部保险金额，保险人才享有物上代位权。

【解释】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已支付了全部保险金额，并且保险金额等于保险价值的，受损保险标的的

全部权利归于保险人；保险金额低于保险价值的，保险人按照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的比例取得受损保险标的

的部分权利。

考点 9：人身保险合同的特殊条款

1、不丧失价值条款

由于人身保险具有储蓄性质，投保人缴纳保险费达到一定年限后，保险单就具有相当的现金价值。如果投保

人不愿意继续投保而要求退保时，保险金所具有的现金价值并不因此而丧失。

（1）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

同，并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2）即使投保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虽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若投保人

已交足 2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就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其他权利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不保但应退）

（3）因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导致其伤残或者死亡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

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 2 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不保但应

退）

2、自杀条款

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被保险人自杀的，

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也就是说，如果保险合同

届满 2 年后，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应按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

第四节 信托法律制度

考点 1：信托的特征

1、财产权主体与利益主体相分离

信托财产权主体为受托人，利益主体为受益人。

2、信托财产独立

信托一旦有效设立，信托财产即从委托人、受托人以及受益人的自有财产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运作的财产，

仅服从于信托目的。

3、有限责任



基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只要没有违反信托并已尽职守则，对受益人所负的债务、对第

三人所负责任均以信托财产为限。

4、信托管理的连续性

信托不因受托人的欠缺而影响其成立，已成立的信托也不因受托人的更迭而影响其存续。

考点 2：信托的制度功能

信托最为基本的制度功能为转移财产和管理财产。

1、转移财产

委托人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实现信托财产与委托人的分离。

2、管理财产

信托受托人受委托人之托、利用自身的专业技能、财产管理经验与能力，为受益人的利益经营管理或者处理

信托财产，即“受人之托、代人理财”。

考点 3：信托生效

信托成立后，只有在信托当事人、信托财产、信托行为和信托目的四个方面均符合《信托法》的生效条件，

才能使已经成立的信托生效。

1、信托当事人

（1）委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

（2）受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法律、行政法规对受托人的条件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2、信托财产

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并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

3、信托行为

设立信托，委托人和受托人的意思表示应当真实，并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4、信托目的

设立信托，必须有合法的信托目的。

【注意】不能专门以诉讼或者讨债为目的设立信托。

考点 4：信托财产

1、信托财产的范围

（1）受托人因承诺信托而取得的财产；

（2）受托人因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而取得的财产；

（3）受托人因信托财产的处分而取得的财产；

（4）受托人因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财产。（如：保险赔款）

2、可以成为信托财产

具有财产价值的东西，只要满足了可转让性、确定性与合法所有性要求，不论其采取何种存在形式，原则上

均可以作为信托财产，如金钱、不动产、动产、有价证券、知识产权等。

3、不能成为信托财产

（1）商誉、经营控制权；（不确定）

（3）姓名权、名誉权、身份权等。（不可转让且无法计量）

4、信托财产的归属（独立存在）

（1）信托一经设立，财产权便发生转移，信托财产随即而生，这部分财产自此开始不再属于委托人，受益人

拥有的也仅仅是向受托人要求以支付信托利益为内容的债权，即受益权，信托财产只能归属于受托人。

（2）信托财产在法律关系上属于受托人，但信托财产的管理、处分受信托目的的约束为信托目的而独立存在，

受托人并未取得信托财产的绝对权能。

考点 5：委托人

1、委托人应当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



2、信托财产管理、处分的知情权

（1）委托人有权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受托人作出说明。

（2）委托人有权查阅、抄录或者复制与其信托财产有关的信托账目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其他文件。

3、信托财产管理方法的变更权

信托财产的管理方法不利于实现信托目的或者不符合受益人的利益时，委托人有权要求受托人调整该信托财

产的管理方法。

4、对违反信托权限行为的撤销权

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委托

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撤销该处分行为

5、对受托人的解任权

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管理运用、处分信托财产有重大过失的，委托人有权依照信托文件的

规定解任受托人，或者申请人民法院解任受托人。

考点 6：受托人

1、受托人应当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

2、受托人应尽到谨慎义务、忠实义务。

3、分别管理义务

（1）受托人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其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

（2）受托人必须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

4、共同受托人

同一信托的受托人有两个以上的，为共同受托人。

（1）共同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对第三人所负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共同受托人共同处理信托事务，意见不一致时，按信托文件规定处理；信托文件未规定的，由委托人、

受益人或者其利害关系人决定。

5、受托人应尽到报告、保密义务

（1）报告义务

受托人应当每年定期将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报告委托人和受益人。

（2）保密义务

受托人对信托中了解到的委托人、受益人以及处理信托事务的情况和资料应当依法保守秘密。

考点 7：受益人

1、受益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数人。

2、委托人、受托人、第三人均可成为受益人，其中委托人可以是同一信托的唯一受益人，但受托人不得是同

一信托的唯一受益人。

3、受益人为数人时，共同受益人共同享有信托受益权，信托文件对共同受益人享受信托利益的分配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信托文件对信托利益的分配比例或者分配方法未作规定的，各受益人按照均等的比例享受信托利

益。

4、受益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其信托受益权可以用于清偿债务，但法律、行政法规及信托文件有限制性规

定的除外。

5、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可以转让和继承，信托文件有限制性规定的除外。

6、受益人可以放弃信托受益权，全体受益人放弃信托受益权的，信托终止；部分受益人放弃信托受益权的，

被放弃的信托受益权按下列顺序确定归属：

（1）信托文件规定的人；

（2）其他受益人；

（3）委托人或者其继承人。

第七章 财政法律制度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