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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保险是一种经济行为，是投保人与承保人之间通过保险

合同建立的对被保险人的有限保障机制。保险可以有效的分

散和转移风险，避免或减少发生风险造成当事人难以补救的

窘境。而且，投保人仅以极少地费用或代价，就可换取被保

险人（既保险受益人）财产或可保利益的安全。所谓可保利

益，是指保险合同标的所指向的真实财产或权利。 工程保险

，指工程的建设方（主要是业主和承包商）为工程建设全过

程可能遭遇各种风险及损失办理的专项保险。大型工程建设

过程，实际上是工程及价值形成的过程。随着施工进展，工

程价值不断增加，施工合同面临的风险和当事人的可保利益

也相应增大。如若办理保险，无论何时遭受一般（除重大政

治或经济失稳之外的）风险，业主和承包商都可从保险人那

里获得经济赔偿，补救工程损失或恢复损毁的工程。反之，

则可能导致“工程下马”或当事人（企业）面临破产。 根据

国际惯例，强制性的工程保险有以下险种： （1）建筑工程

一切险； （2）安装工程一切险； （3）第三者责任险； （4

）施工设备险； （5）货物运输险； （6）人身意外险。 业主

和承包商在为工程及施工风险办理保险时，既可就上述险种

单独投保，亦可选择适当险种一并投保。不论是单独投保或

合并投保，保险金额至少应大于或等于被保工程的价值或重

置工程的成本。通常，明智的投保人不仅为整体施工合同标

的办理保险，而且还应在重置成本的基础上再附加一定价额



的保险，以补偿发生风险造成的其他损失。这种策略，无疑

增强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双方抵御风险的能力。 大型工程

既是材料、设备、工艺、技术方案、实施方法、施工手段的

集成，亦是观念、责任、经验和科学管理的综合体现。建设

过程，任何环节都可能潜伏或必然隐存疏漏和缺陷，工程保

险则能基本消除故意（人为）疏漏和过失缺陷造成的根本影

响。 大型水电工程施工企业，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

从1949年建国至1993年的44年里，在“高积累、低消费”的传

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大企业及广大老职工艰苦奋斗、任

劳任怨、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近10年来，改革

开放取得阶段性成果，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

人民物质及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就在改革的参与者、建

设者该享受改革成果（摘桃子）的时候，那些早年艰苦奋斗

的老职工大都退休离岗，仍然是勤俭地“无产者”。不仅如

此，这些占现在企业在职人员30%-60%的离退群体又成了企

业改革和市场竞争的“包袱”。当今社会，迅速变革，以市

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制度，正在向纵深推进，作为市场主体

的所有企业都在立取生存，调整结构，求获发展，参与竞争

。如果部分企业不能获取维持生存的市场份额，实现稳定（

必需）的经济收益，以保障在职和离退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

，这部分企业就可能面临经营风险或倒闭。对于大型水电施

工企业来讲，经营破产将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导致社会失稳。因此，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健全企业风

险防范机制和全民社会保障机制，为所有企业和国民提供基

本生存的安全需求则突显重要、意义深远。 社会保障是社会

为全体国民提供的基本生存、生活条件的系统。它包括社会



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抚恤四大部分。社会保障

不只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还关系到社会政治、社会公平与

效率、民心和社会稳定。社会保障体系通过对国民收入的调

节和再分配，实现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社会政治和谐稳定。 

社会保障制度起源于欧洲，至今约有150年的发展历史。它真

正发挥巨大的功能作用，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后资本主义

社会。欧美部分工业发达国家采用社会保障体系，有力缓和

了社会矛盾，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政治趋于稳定的繁荣局

面。 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在建国后才起步。20世纪80年代

以前，大多数国民仅存有最低层次的生、老、病、死保障。

随着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以社会优抚和商业

保险为主构的社会保障体系才逐渐形成。目前，保险业已遍

及社会各领域、阶层和行业，并为社会经济建设及经济主体

提供险类齐全的可靠保障。作为社会保障及社会保险重要组

成的工程保险，也就是社会为工程的建设方提供的一种建设

过程经济保障（亦可理解成在社会保障环境下，投资方和建

设方共同为自己提供的一种经营保险）。工程保险，一方面

有利于建设施工合同能顺利履行；另一方面，它也可起到改

善施工企业经营状况、减轻企业经济负担、提高其市场竞争

力的作用，在宏观层面上还能促进施工企业改革与发展，推

动社会保障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文明和进步，确保社会稳

定。 自20世纪末，属社会保障范畴的医疗、失业、养老等社

会保险的发展非常迅速。保险业开设的诸多险种，基本适应

了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需要，同时也推动了企业改革和经

济的健康发展。但是，社会和政府应加强对保险业的管理，

规范保险业的经营行为，谨防保险金大部分转化为从业者的



个人收入。尤其应控制涉及社会稳定的老养、医疗、失业等

保险金的成本及财务使用，避免保险业自身引发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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