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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对保险条款的解释歧义是发生保险合同纠纷的常见原因。新《保险法》第30条对适用“有利于被保险人

和受益人解释”的条件和范围作了限制性规定。司法实践中，裁判机关对保险条款的解释应当坚持“以通常解释为前

提、意思解释与表意解释兼顾、附加非格式条款优先、有利保险相对人解释”四项基本原则。

 关 键 字：新保险法 保险条款 解释原则

 类    型：财产保险        来    源：《保险研究》2009年第12期 

 正    文：

论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解释原则 

——兼论新《保险法》第三十条之修订价值 

任以顺 

（中国海洋大学，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对保险条款的解释歧义是发生保险合同纠纷的常见原因。新《保险法》第30条对适用“有利于被保险人

和受益人解释”的条件和范围作了限制性规定。司法实践中，裁判机关对保险条款的解释应当坚持“以通常解释为前

提、意思解释与表意解释兼顾、附加非格式条款优先、有利保险相对人解释”四项基本原则。 

    ［关键词］新保险法；保险条款；解释原则；修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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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合同属于典型的格式合同，保险条款是保险合同的核心内容，保险合同当事人相互约定的权利与义务大都被

囊括其中。当保险合同争议发生之后，大都会面临“如何解释保险条款”的难题。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与仲裁员的审

理与裁判职能通常不仅体现为解释法律，有时还必然体现为解释合同。因而从这一角度上讲，没有解释就没有司法。 

    一、原《保险法》对保险条款解释规范的缺陷与不良后果 

    我国原《保险法》①第31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

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这一法条是1995年6月30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时就已经制订的一个原始法条。该法律文件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之后，

虽然经历了1999年的《合同法》制订与实施，而《合同法》第41条也曾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

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

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然而，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修改《保险

法》，对第31条未作任何修正，使该法条被一直使用至新《合同法》施行前的2009年9月30日。 

    反观经2002年修正的原《保险法》第31条之规定，不难发现其最大的立法缺陷就在于，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适用

“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解释”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未作限制性规定。这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部分裁判机关适

用原《保险法》解释保险条款时的断章取义和过度偏激——只要在保险合同争议中当事人双方对保险条款发生歧义，

一律依据原《保险法》第31条“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解释”的规定，作出对保险人不利的解释以及最终裁判。这

样的裁判，通常都会被人们不假思索地称之为“依法裁判”。原《保险法》第31条立法缺陷的存在，不仅直接导致一

些涉及保险条款解释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发生错误裁判，而且还使得上述错误裁判结论更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和隐蔽

性。这种错误的思维方式与裁判结论，有时甚至还被冠以“适用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规则”②的美名。在司法实践

中，上述错误裁判结论一但经最初一级裁判机构作出，通常就很难得到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仲裁撤销程序的纠

正。 

   ［作者简介］任以顺，教授，中国海洋大学保险法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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