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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9_A9_E7_BB_8F_E7_c67_492007.htm （一）风险的概念 风

险:是损失的不确定性。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可能存在损失；

二是这种损失是不确定的。所谓不确定性是指：是否发生不

确定；发生的时间不确定；发生的空间不确定，即在什么地

点发生不确定；发生的过程和结果不确定，即损失程度不确

定。 （二）损失频率与损失程度 损失频率：亦称损失机会，

是指在一定时间内一定数目的危险单位中可能受到损失的次

数或程度，通常以分数或百分率来表示,即： 损失频率＝损失

次数／危险单位数 损失程度：是标的物发生一次事故损失的

额度与标的完好价值的比率。即：损失程度=实际损失额/发

生事故标的完好价值。 损失频率与损失程度之间一般成反比

例关系：往往是损失频率很高，但损失程度不大；损失频率

很低，但损失程度大。 在研究损失频率与损失程度之间的关

系时，常用工业意外事故的举例来说明。二者关系由一种人

人皆知的图解来表示，称作“汉立区三角”。（三）风险与

概率 １.概率 概率：是不确定事件的确定性程度。即衡量随

机事件出现可能性大小的尺度，它是用来表示随机发生可能

性大小的一个量。人们很自然地把必然发生的事件的概率定

为１；把不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概率定为０；而一般随机事件

的概率是介于０与１之间。用公式表示： ０≤P（A）≤１ 式

中：A表示某种随机事件；P表示事件的概率逐渐趋于某个常

数；P（A）表示常数P为事件A的概率；１表示必然事件的概

率；０表示不可能事件的概率。 在一般条件下，概率大，表



示某种随机事件出现的可能性就大；反之，概率小，则表示

某种随机事件出现的可能性就小。概率值永远是正数。如果

将同类事件的所有不同结果的概率都相加，则概率之和必为

１。以概率为尺度，从数量的角度来研究随机现象变动的关

系和规律性的科学则称为概率论。 ２.大数法则 大数法则：

是在随机事件的大量出现中往往呈现几乎一致的规律。大数

法则是概率论的法则之一，是保险的数理基础。 保险人对任

何一个风险损失的概率作出比较精确的估算时，都需要根据

大数法则的需要，通过大量的观察和统计，得出损失概率。

根据大数法则，承保的风险单位越多，损失概率的偏差越小

；反之则越大。而非寿险的保险费率的大小又是以损失率的

大小为依据的。损失概率大的风险，费率就高；损失概率小

的风险，费率就低。 （四）危险单位 危险单位：是指发生一

次风险事故可能造成标的物损失的范围。它是保险公司确定

其能够承担的最高保险责任的计算基础。 危险单位的分类通

常有： 第一、地段危险单位； 第二、一个投保单位为一个危

险单位； 第三、一个标的为一个危险单位。风险的基本要素

由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损失构成。 （一）风险因素 风险因

素：是指引起或增加风险事故发生的机会或扩大损失幅度的

原因和条件。它是风险事故发生的潜在原因，是造成损失的

内在的或间接的原因。 风险因素根据性质通常分为实质风险

因素、道德风险因素和心理风险因素三种类型。 上述三种风

险因素中，道德风险因素和心理风险因素均为与人的行为有

关的风险因素，故二者合并可称为无形风险因素或人为风险

因素。 （二）风险事故 风险事故：是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偶

发事件,又称风险事件。也就是说，风险事故是损失的媒介，



是造成损失的直接的或外在的原因，即风险只有通过风险事

故的发生，才能导致损失。 （三）损失 在风险管理中，损失

是指：非故意的、非预期的和非计划的经济价值的减少。显

然，风险管理中的损失包括两方面的条件：一为非故意的、

非预期的和非计划的观念；二为经济价值的观念，即损失必

须能以货币来衡量。二者缺一不可。 在保险实务中，损失分

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前者是实质的、直接的损失；后者

包括额外费用损失、收入损失和责任损失。每一种风险事故

所造成的损失形态均不会脱离上述范畴。 （四）风险因素、

风险事故、损失三者的关系 风险是由风险因素、风险事故和

损失三者构成的统一体，换言之，风险是由风险因素、风险

事故和损失三个要素共同构成的。风险因素引起或增加风险

事故；风险事故发生可能造成损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