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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详见 2006 年《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 简称《国十条》) 。

“保险消费者”概念质疑
———以“保险相对人”概念取代“保险消费者”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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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保险消费者”，是一个我国立法从未提及，却已被官方确认并被社会广泛运用的概念，学界鲜见对其提出反

对或质疑。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及消费范围仅限于自然人及生活消费，不包括法人、其他组织

及生产消费，“保险消费者”作为“消费者”的种概念，定位亦然。我国“保险消费者”概念的确定和使用，缺乏对其

内涵与外延的缜密逻辑论证和准确界定，存牵强附会之嫌，有削足适履之感，极易带来理论困惑与司法难题。若用

“保险相对人”概念取代“保险消费者”概念，可以定纷止争，避免棘手难题，不失为一项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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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保险业之所以被誉为 21 世纪的朝阳产业，不仅在于其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保费收入年均

28． 3%的发展速度，还在于保险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成为“金融体系和社

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①其“经济助推器”和“社会

稳定器”的功能日渐凸显，未来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2014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

业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新国十条》) 进一步指出: “保险是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和风险管理的基本

手段，是社会文明水平、经济发达程度、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与此相应，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受
益人以及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在保险活动中的利益保护，理应受到社会关注。

一、我国“保险消费者”概念起源与发展的回顾

在我国，“保险消费者”的概念并非舶来品，而是产生于 20 世纪末、发展于 21 世纪初的一个土生土

长的概念，尽管其与后来人们翻译外文资料得到的同一概念在文字表述上完全相同。检索大量文献资

料查找论题中包含“保险消费者”的论文之后发现，最早在国内学术刊物论文题目中完整提出“保险消

费者”概念者，是《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4 年第 5 期署名于冬泉的文章———《市场经济中的

保险消费者行为分析》，但该文基本不涉及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此后，直至 2011 年底国内期刊发

表的题目包含有“保险消费者”的论文每年都屈指可数，从“中国知网”上检索，总共只有 29 篇，到 2012
年后该类论文才大量涌现，2012 年 27 篇，2013 年 29 篇，2014 年 17 篇。

在 2008 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7 次会议于 2009 年 2 月 28 日

对《保险法》的保险合同部分作了较大幅度修订，其突出特点之一是加大了对被保险人、受益人、投保人

利益的保护。此举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前多年来一直存在于我国保险业中被社会广为诟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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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误导理赔难”、“条款冗长，晦涩难懂”、“保险人条款说明义务履行不到位”等侵害投保人、被保险

人、受益人权益的问题，受到社会的进一步关注，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命题，不断渐进地出现于媒

体，而且也成为法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为了维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权益，2011 年中国保监

会成立了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保监会下属的各监管局相应成立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处。2012 年 1
月 17 日，保监会下发《关于做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通知》( 保监发〔2012〕9 号) ，对保险消费者

权益保护工作提出全面要求。至此，“保险消费者”这一概念在我国得到官方确认，并被越来越广泛地

运用于各类官方文件、领导发言、新闻媒体报道之中，学术界有关保险消费者及其权益保护方面的论文

乃至各渠道的课题研究也纷至沓来、接踵而至，对保险消费者及其权益保护方面的研究俨然成为一种社

会时尚和历史潮流。检索国内期刊发表的题目中含有“保险消费者”的论文后发现，在上百篇的公开发

表论文中，对“保险消费者”的提法基本都是一边倒式的直接或间接赞许的态度，鲜见有人对“保险消费

者”的概念提出反对甚至质疑。在通过“中国知网”搜集的百余篇论文中，仅有两篇发表于 2012 年的论

文对“保险消费者”的概念提出了质疑①，其在同一议题的论文中占比不足 2%。2012 年 4 月 26 日，中

国保监会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与中国保险学会围绕“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理论与实践”主题，共同举

办了“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有奖征文活动”。2012 年至 2015 年连续五年的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每

年都提及“保险消费者”议题。② 2014 年《新国十条》在第 8 条“加强和改进保险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中

专列一项“加强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内容③。为贯彻落实《新国十条》，中国保监会 2014 年 11 月

14 日发布的《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强调“保险消费者是保险业赖以

生存发展的前提和根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保险监管机构的核心职能，是保险行业的共同责任。”
使“保险消费者”的概念及其使用进一步走向“法定化”。④ 然而，对“保险消费者”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准

确定位，却成了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棘手难题。

二、“保险消费者”概念内涵与外延解析

内涵和外延是概念的两个基本逻辑特征。任何一个真实反映现实的概念都包括有内涵和外延两个

方面。概念的内涵是反映在概念中的对象的特有属性和本质属性，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概念的含义。
概念的外延是概念所反映对象的总和，也就是概念所确指的对象的范围，或者是概念的适用对象。对于

“保险消费者”的概念，自然应当在严密分析论证的基础上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准确定位。我国《保险

法》第 134 条规定:“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遵循依法、公开、公正的原则，对

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保险监管机构

的法定职责之一是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合法权益，提出“保险消费者”这一概念，并建立保

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显现了保监会维护保险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态度与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的决心，可

谓用心良苦。《新国十条》以及中国保监会关于“加强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动机与出发点毋庸

置疑，然而，作为反映对象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思维形式的概念，是构成判断、推理的要素，对于一项重

大方针策略的提出与实施，其所使用核心概念的准确性、科学性、合理性十分重要。如果仅仅提出并实

施“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而对“保险消费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始终不能够作出具有充分说理性的权

威性解释，必将不利于该方针策略的稳健贯彻实施，并将带来一系列后遗症。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截至目前，包括《保险法》在内的我国所有规范性法律文件，不仅没有对“保险

消费者”概念作出过定义，甚至也从来未见提及过这一名词。“保险消费者”的概念当属“消费者”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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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琦:《论“保险消费者”概念的不合理性》，载《时代金融》2012 年第 8 期; 邢楠:《对保险消费者概念的商榷———兼论保险相对人权益

保护范式的选择》，载《上海商学院学报》2012 年第 1 期。
见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该项内容为“推动完善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探索建立保险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建立健全保险纠纷诉

讼、仲裁与调解对接机制。加大保险监管力度，监督保险机构全面履行对保险消费者的各项义务，严肃查处各类损害保险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行为。”2006 年的“国十条”中尚无“保险消费者”的提法。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于 1998 年 1 月 1 日，根据国务院授权履行全国保险行业行政管理职能。



位概念，两者属于属种关系，后者是属概念，前者是种概念，因此对“保险消费者”概念的分析与理解，应

当先从“消费者”的概念入手。消费者是一个与经营者相对应的概念。现代汉语中的消费是指为了生

产或生活需要而消耗物质财富，以此为据可以将消费者直译为消耗物质财富的人。法学意义上的“消

费者”外延宽泛，较为复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2 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

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而现代汉语语义中的生活，又是指人或生物为了生存和

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一般而言，应当将该法条规定理解为: 第一，消费的范围仅限于以生活消费为

目的的范围，并不包括以生产需要为目的的消费; 第二，消费者仅限于自然人，并不包括法人及其他组

织。法条中“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之中“生活”一词的使用，等同于在“消费”
之中祛除了“生产性消费”的成分，排除了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作为消费者的主体资格。

王利明先生指出:“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中所指的‘消费者’原则上仅限于自然人，而不应当包括单位，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

务，应当受合同法调整。不能够以购买的物品是否属于生活消费品作为判断是否为‘生活消费’的标

准，判断是否‘生活消费’，也不应考虑购买者的目的与动机。”①纵观域外相关法律制度可见，绝大多数

国家和地区立法都不承认自然人之外任何组织的消费者主体资格和地位。我国立法机关 2013 年对《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正中，继续保留“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的表述足以证明，在我国法律意义上的

消费者仅限于自然人。如此看来，作为“消费者”下位概念的“保险消费者”，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包括国

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支持这一结论的理由还在于: 社会组织和单位的“人

格”是法律拟制的，单位虽然可以作为商品买受人或服务合同的订立人，但最终不能成为产品及服务的

直接使用、享用人，不应当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如此看来，“保险消费者”的概念外延不包括任何

机关单位，应当仅限于自然人。
中国保监会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课题组曾经将“保险消费者”定义为: “已经或者正在准备与合

法的保险经营者建立保险合同关系，购买保险产品、接受保险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包括投保

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但能够与保险经营者议定单独的保险合同内容及价格( 不包括通过批改或保

全等方式变更保险合同条款) 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外。”②笔者以为，该定义未必准确。首先，将“保险消

费者”的概念内涵限定于与“保险经营者建立保险合同关系”，等于将投保人之外的其他主体排除于“保

险消费者”的概念外延之外，因为在保险活动中与保险经营者建立保险合同关系者只有投保人。同时

这也与该定义表述中对其列举的概念外延“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内容自相矛盾; 其次，将

“能够与保险经营者议定单独的保险合同内容及价格”之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列入“保险消费者”的

概念外延不合理。这是因为: 第一，“消费者”是“保险消费者”的属概念，“法人和其他组织”既然不属

于消费者，自然也不应当属于“保险消费者”③; 第二，以“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为主的保险合同内容，

基本体现于保险条款中，在现实保险活动中，绝大多数保险合同的订立，均使用保险公司提供的格式化

保险条款，通过“与保险经营者议定单独的保险合同内容”方式签订保险合同者较为少见，依此看来，该

概念虽然看起来对“议定单独的保险合同”的特殊情形作出了排除，但还是基本认可了“法人和其他组

织也属于消费者”; 另外，“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保险消费者”外延表述不周延。依照我

国《保险法》第 42 条规定④，在多种情况下人身保险中领受保险金者是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他们多属应

当保护的弱者( 有时是未成年人) ，不应当将“保险金继承人”排除于列举的“保险消费者”外延之外。
毋庸置疑，《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一部弱者特别保护法。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自然人、法人、

其他组织三者中，法人及其他组织可以作为商品的买受人或服务合同的订立者，但其与保险经营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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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利明:《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载《政治与法律》2002 年第 2 期。
中国保监会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课题组:《保险消费者权益问题的思考》，载《保险研究》2012 年第 9 期。
这就如同下面的逻辑推理及分析论证结论: 马是白马的属概念( 白马是马) ，所有的马都不是鹿，白马当然也不是鹿。
《保险法》第 42 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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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保险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的规定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 一) 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定的; ( 二) 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

益人的;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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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未必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他们与保险经营者在谈判的地位、所掌握的交易信息、主动权等各方面不

仅是等同的，甚至有时还超越、强势于保险经营者，没有必要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特别手段对其进行

特别保护。比如，企业向银行贷款时应银行之要求，购买贷款保证保险并以银行作为被保险人及第一受

益人，显然不需要将被保险人及受益人作为弱者予以特别保护。再如，重大工程项目的发包方或承包方

购买工程保险，大都通过面向保险公司招投标、由各家保险公司竞标的方式选择确定保险人，许多企业

大都购买企业财产基本险或综合险、产品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等，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也都需要对

其机动车辆购买保险等等，如果将此类主体也都统统按照“保险消费者”的弱者身份予以保护，显然是

不妥当、不公平的，同时也违背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宗旨。
学术界也曾经有人把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统称为“保单持有人”，认为“如果比照《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中对消费者的定义，应当是指为生活消费而购买保险产品( 服务) 的人。由于在实际操作中难

以认定，目前多数人主张把保险消费者定义为“个人保单持有人”。……如果这样，保单持有人就被分

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保险消费者，也就是个人保单持有人; 另一部分是一般保单持有人，也就是法人或不

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单位、机构等。”①依照此观点，“保险消费者”即为“个人保单持有人”。该结论的

优点在于其将自然人之外的主体排除于“保险消费者”的外延范围，但因保险合同签订之后投保人只能

得到一份保单，那么，个人保单持有人只能是一个人，相应地受保护的范围也就只局限于持有保单者，这

显然矫枉过正，事与愿违，不合逻辑。
综上所述可见，使用“保险消费者”概念带来的逻辑混乱以及思维困惑是显而易见的和难以避免

的，对“保险消费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不能尽早澄清是非及准确界定，必然导致司法上的无所适从。

三、“保险消费者”概念引发的司法难题

2012 年 1 月 7 日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强调: 2012 年保险监管工作要突出三个重点中的第一个重

点是“解决车险理赔难和寿险销售误导问题。”②销售误导现象，其实多年来不仅一直存在于寿险业务

中，也广泛存在于财险业务领域。保险公司代理人、业务员在销售保险产品时故意夸大保险责任、隐蔽

责任免除内容的现象司空见惯，广为社会诟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 》第 68 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

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以此看来，保险从业人员在销售保险

产品中经常出现的夸大收益、隐瞒风险、只讲保险责任而避谈责任免除等销售误导行为，从根本上说也

是一种民事欺诈。
近年来各地不断发生投保人因投保时被保险销售人员误导，后来要求退保解除合同并要求保险公

司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惩罚性赔偿”规定③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件时有发生。
据黑龙江省有关部门透露，齐齐哈尔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倪某某，2009 年 3 月 12 日在本市工商

银行龙沙营业厅购买了人保寿险齐齐哈尔市中心支公司“人寿金鼎富贵两全保险( 分红型) ”的保险产

品，交付保险费 10000 元，保险期限 5 年。2014 年 3 月 13 日该保单满期，倪本人到公司柜面办理满期给

付业务，收到保险公司通过其指定的银行账户划入的 11542． 36 元退保金额，当保险合同终止后，倪以保

险公司存在不如实告知、利用霸王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欺诈行为，侵害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为由，

要求保险公司按照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规定，承担其受到损失的三倍赔偿，同时赔偿其误工

费( 130 元 /日) 、电话费、快递费等，倪曾几次投诉于黑龙江保监局。后来保险公司经行业协会与本人并

通过其单位领导人几经交涉，最终以保险公司作出让步，另行多付一定资金为条件调解结案。此类案件

如果诉到人民法院通过判决处理，恐怕认定案件事实并不难，难的是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可否依据《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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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魏迎宁:《关于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理思考》，载《中国保险报》2012 年 12 月 11 日。
项俊波:《2012 年保险监管工作要突出三个重点》，经济观察网． 最后访问时间 2015 年 5 月 20 日。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 2013 年 10 月 25 日修改之前，其第 49 条规定为“退一赔一”，修改之后的第 55 条规定为“退一赔三”，即“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

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退一赔三”的规定和其他规定做出判决。这给保险司法出了一道难题。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保险消费者”概念界定不清，对于保险公司的销售误导行为，是否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规定，各地法院观点不同，判法不一。2014 年 11 月 20 日上海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案号为( 2014) 沪二中民六( 商) 终字第 247 号二审判决显示，沈某某与上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杨浦支行、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沈以上海银行杨浦

支行工作人员向其推销保险时欺瞒、夸大收益，误导消费者，构成欺诈为由起诉要求被告承担惩罚性赔

偿责任。一审法院的判决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营者提供的产

品或者服务，亦纳入消费者权益保护范畴，沈某某至被告上海银行杨浦支行辖属临青路支行办理个人理

财事务，接受上海银行杨浦支行提供的金融服务，受该法调整，……但是，沈以上海银行杨浦支行提供金

融服务存在欺诈为由提起诉讼，但未能举证证明上海银行杨浦支行存在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

瞒真实情况的行为，沈也明知 35000 元已由新华寿险上海公司收取为保险费，故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

持，并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第 1 款等规定，作出判决。判决后，沈不服，以与原审相同的诉

讼理由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主要以沈的上诉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为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中，

如果沈某某在投保时刻意留取了工作人员向其推销保险时隐瞒产品真相、夸大产品收益，误导当事人投

保的证据，并于诉讼时提交法院，两级法院的判决在是否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出判决的问

题上，可能会感觉左右为难，甚至出现较大分歧。司法难题的根源就在于，模糊的“保险消费者”概念目

前并没有明确的内涵与外延界定，而国家又不可能另行制定 N 部各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保险经营者及其代理人的销售误导，是我国保险业多年的顽疾。随着公民法治观念的不断增强和

证据意识的不断提高，人民法院未来可能会不断遇到此类诉讼案件，如果在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各类

保险相对人有证据证明保险人有“销售误导”行为，提出“解除合同、退一赔三”、保护“保险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诉求时，法院是否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规定作出判决? 这不仅是一个重大

的法学理论难题，而且是一个棘手的司法难题，亟待深入研究。

四、“保险相对人”与“保险消费者”甄别及优选使用

“保险相对人”，是笔者在研究生教学中多年使用的一个概念，2008 年在《保险研究》第 5 期上发表

“保险近因原则之‘近因’概念内涵探析”一文时将其公示于众。① 由于在保险活动以及保险法律关系

中，保险人一方是恒定不变的，一般情况下，与保险人相对应的另一方则在不同的场景下变化不定，并不

一定都同时出现。比如，在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活动中，投保时与保险人相对的一方自然是投保人; 在

财产保险索赔理赔环节上与保险人相对的一方是被保险人;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人给付保险金时可

能与其相对应的又是受益人，当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又没有其他受益人时，与保险人相对应的领受

保险金者又是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为防止保险活动中使用名词的不严谨、不准确以及逻辑混乱，笔者

一直主张使用“保险相对人”的概念取代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等一组概念。如

此看来，保险相对人是指保险活动中与保险人形成相对应关系的，囊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被保

险人的继承人等各种主体形成的权益共同体。② 在保险活动的各个不同阶段、各种不同场合下，保险相

对人具体为哪种人，只需对号入座即可。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将“保险相对人”定义为: “在保险活动中

与保险人发生保险民商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保险金继承人组成的权益共同

体。”这样一来，“保险相对人”的概念内涵体现为: ( 1) 与“保险相对人”相对应的一方当事人为恒定的

保险人; ( 2) 保险人与“保险相对人”发生的是保险民商事权利义务关系; ( 3) 该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

于保险活动之中。“保险相对人”的概念外延主要包括: 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保险金继承人。
“保险消费者”概念在我国的提出、流行到官方认可并且被选择使用，未必有人进行过认真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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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前尚未见到有人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以及公开出版的著作中提出过“保险相对人”这一概念。此后看到一些学术论文中逐渐有人引

用了“保险相对人”这一概念。
任以顺:《保险近因原则之“近因”概念内涵探析》，载《保险研究》2008 年第 5 期。



分析和缜密的逻辑论证。客观地讲，“保险消费者”概念的使用，也给既提出大力治理“销售误导”，又使

用“保险消费者”概念、高喊“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保险业界乃至保险监管部门提出了挑战，出了一

道二难选择题。保险监管部门提出大力治理“销售误导”，本身已经认可保险活动中该类欺诈现象较为

普遍、严重存在的事实; 使用“保险消费者”概念并强调“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即意味着如果有保险公

司在保险产品销售中存在“销售误导”的欺诈事实时，在目前我国立法没有规定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约束的特殊消费者的背景下，应当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规定

承担赔偿责任，如此一来，严格依法办事，保险业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后果将不堪设想。
保险合同属于有其自身特点的射幸性合同。保险产品属于无形产品，保险人向保险相对人提供的

是无形的风险转移保障，在投保之时，投保人和保险人都不确定保险期间内是否会发生保险事故，当保

险合同期满之后，投保人亦不能以未发生保险事故、没有得到保险赔付为由而要求退保退费。“保险消

费者”概念的提出以及大量使用，应当建立在对保险活动的特殊性以及其中蕴含的各种法律关系充分

研究、厘清的基础上。目前，将保险相对人一律作为消费者看待，并赋予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的特

殊保护的理论难以自圆其说，存在逻辑悖论;“保险相对人”的概念，与前文所述中国保监会保险消费者

权益保护局课题组对“保险消费者”的概念相比，使用起来可能更为确切、准确、方便一些，而且不至于

引发较大的理论困惑、司法难题及学术争议。使用“保险相对人”概念替代“保险消费者”，反倒并不影

响法律对保险相对人中自然人主体的特别保护。

五、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在我国社会广为流行的“保险消费者”概念，其确定和使用不仅不够科学，而且极易

带来逻辑混乱、思想困惑与司法难题，引发不必要的司法争议，甚至误导司法。我国社会各界目前对

“保险消费者”概念之使用，存在浮躁盲从、随波逐流的趋向。“保险消费者”概念的确定和使用，只是在

特定历史条件下，相关部门为满足加大保护部分弱势保险相对人权益的权宜之计，存牵强附会之嫌，有

削足适履之感。面对“保险消费者”的概念内涵、外延长期无法准确定位，以及司法实践无法理直气壮

地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销售误导”案件作出“退一赔三”惩罚性赔偿判决的现实，追根寻源，使

人不禁深思:“保险消费者”概念的提出与使用是否是个伪命题? 如果使用“保险相对人”概念取代“保

险消费者”的概念可以起到定纷止争、避免棘手的理论困惑和司法难题的发生。

Subject: The Concept Questions and Judicial Problems of“Insurance consumer”———And the Ｒationality to Ｒeplace the concept
of“Insurance consumer”with“Insurer counter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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