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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英国２０１５年保险法开启了最大诚信义务由诚信规则向诚信解释原则改
良的新篇，这似乎与我国保险法和海商法现有的 “诚信原则 ＋具体义务规则”模式
有所趋同。但英国法下保险合同的诚信标准超过了英国法下一般合同的诚信标准，

也超过了大陆法系及我国保险法下保险合同的诚信标准。其原因不是英国法下 “最

大诚信义务”中 “最大”的法律效果，而是源于保险合同归属于 “诚信的合同”，

合同方在订约过程中需为对方的利益考量，主动告知有关标的的重要信息。此项具

体的告知义务与我国海商法中的告知义务标准相当。实践中，我国法院对于被保险

人是否尽到告知义务的认定标准并不严苛，保险的实务操作也不存在一个始终由被

保险人主动进行无限告知的程序，我国海商法中规定的 “主动告知”作为一项兜底

性义务，应予保留以发挥其安全阀功能，而被保险人无需告知的事项则宜适当补充。

关键词：海上保险　最大诚信　保险法　诚信原则　告知义务

　　最大诚信 （Ｕｔｍｏｓｔ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作为英国海上保险法的标志性内容之一，百年来一直被
大多数普通法国家的保险法所遵从，甚至被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所借鉴。我国海商法中 “海

上保险合同”一章，在立法之初即深受英国保险法的影响，学界对最大诚信的研究和讨论

也从未间断，既不乏对最大诚信的批评，〔１〕也有认为应当继续秉持最大诚信，并使之适应

变化了的社会经济条件的观点。〔２〕从司法实践看，“最大诚信”问题同样无法回避：一方

面，从对 “中国裁判文书网”２００７至２０１７年的司法案件统计结果看，司法实践中涉及保险
合同是 “最大诚信合同”的主张或认定的判例达到１６５４件之多，其中 “最大诚信原则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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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合同的基本原则”和 “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的合同”这两种表述最具代表性；〔３〕另一方

面，“最大诚信”适用的法律后果却相当模糊。原交通部作为海商法的起草单位，曾在２０００
年委托软科学研究项目对海商法的修订进行研究，其研究报告建议引入最大诚信原则，并

规定违反最大诚信原则的法律后果是 “另一方有权宣告合同无效”。〔４〕２０１４年，交通运输
部再次委托软科学研究项目对海商法修订进行理论研究，期间正值英国法律委员会通过

２０１５年保险法对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 （ＭＩＡ１９０６）中的最大诚信作出改革。尽管软科学研究
项目报告提及英国２０１５年保险法中 “最大诚信”的改革将对我国海商法中的告知义务产生

影响，但没有对其后果以及理由作专门的阐述。〔５〕２０１７年６月，我国海商法修订工作正式
启动，有关海商法中诚信义务的法律思想、制度内涵及比较法借鉴再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

注，需要在这次修法研究中重新进行解读和回应。

一、英国保险立法中最大诚信的历史解读

　　 （一）最大诚信的来源

　　最大诚信似乎是专属于保险法领域的概念。从学界对最大诚信的研究路径来看，英国
海上保险法往往是解读最大诚信之含义的源点。英国海上保险法下的最大诚信，以其 １９０６
年海上保险法为分界，有不同的含义。

　　在成文法之前的判例法阶段，通常认为 １７６６年的 Ｃａｒｔｅｒｖ．Ｂｏｅｈｍ案〔６〕是最大诚信的

起源。该案当时的大背景是保险业非常稚嫩，保险单的签发只在劳氏咖啡馆通过协商进行，

所以曼斯菲尔德勋爵认为，保险的诸多风险大多数只有被保险人知道，保险人既无从获知，

也不知道该询问何种问题，只能简单地依据被保险人的告知，因此应该要求被保险人承担

告知的义务。该义务被后人总结为 Ｕｔｍｏｓｔ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并被翻译为 “最大诚信”。但实际上，

该案判决本身并没有使用 “最大诚信”一语。依据现有的资料，从字面上看，“最大诚信”

的表述最早出现在１７８９年与保险利益有关的Ｗｏｌｆｆｖ．Ｈｏｒｎｃａｓｔｌｅ案中，〔７〕但仅是一句话简单
地提及 “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ｂｅｒｒｉｍａｅＦｉｄｅｉ），主审法官并未进一步说明
什么是最大诚信或者这一概念的渊源，甚至在本案中也并未引用前述 Ｃａｒｔｅｒｖ．Ｂｏｅｈｍ案。也
有文献指出，关于最大诚信的早期判例也包括普通法院审理的 Ｓｅａｍａｎｖ．Ｆｏｎｅｒｅａｕ案〔８〕和

衡平法院审理的 ＤｅＣｏｓｔａｖ．Ｓｃａｎｄｒｅｔ案〔９〕。这两个案件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都是关于投保

人 （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只不过法官在判决书中未提及最大诚信或者诚信。〔１０〕

　　英国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使用了 “最大诚信”这一表述，但对于该表述的起源，英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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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据来自对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检索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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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始终无法给出确切的回答。“拉丁文ｕｂｅｒｒｉｍａｅｆｉｄｅｉ的用语同样也是较晚才引入的。研究表
明，这个词的使用是受到了查士丁尼法典第四卷中有关合伙合同的类似用语的启发。最可

接受的观点似乎是这个词并不为罗马法所知，在罗马法中也没有相同的概念。”〔１１〕英国学

者霍华德·博尼特 （ＨｏｗａｒｄＢｅｎｎｅｔｔ）在２０１６年南安普敦召开的中英海商法会议上的发言谈
到，曼斯菲尔德勋爵在 Ｃａｒｔｅｒｖ．Ｂｏｅｈｍ案中是受到了大陆法系尤其是法国法下的诚信原则的
影响。〔１２〕在１９８５年南非上诉法院审理的Ｍｕｔｕａｌａｎｄ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Ｌｔｄ．ｖ．ＯｕｄｔｓｈｏｏｒｎＭｕ
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ｙ案中，罗伯法官在查找罗马法和荷兰法的渊源的基础上指出，罗马人熟知 “ｂｏｎａｆｉ
ｄｅｓ”和 “ｍａｌａｆｉｄｅｓ”，但从未将 “ｕｂｅｒｒｉｍａｅｆｉｄｅｉ”作为另一种诚信。在罗马法和荷兰法中
找不到任何渊源能够支持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这一命题，但其无疑是诚信的合同。〔１３〕

对此，有观点认为，“ｕｂｅｒｒｉｍａｅｆｉｄｅｉ”这个词在罗马法中根本就不为人所知———既不是作为
独立的法律标准而存在，与 “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也具有差异。更有甚者，“ｕｂｅｒｒｉｍａｅｆｉｄｅｉ”这个词
也不为大陆法系学者所知，它只不过是对英国法院和 １９世纪法律著作中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ｇｏｏｄ
ｆａｉｔｈ”的便捷翻译。〔１４〕可以说，英国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中的最大诚信的含义从该法律术语
本身无法找到肯定的答案，还需要从具体法律条文和相关判例中解读。

　　 （二）最大诚信义务的边界与内涵

　　英国法下最大诚信义务的边界与内涵的确定过程，实际上是对英国判例法关于 １９０６年
海上保险法下最大诚信义务的诠释以及英国２０１５年保险法改革的全面总结。
　　从英国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的条文本身看，其第 １７条并未尝试对 “最大诚信”给出定

义。〔１５〕当然，站在客观立场的学者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立法缺陷：诚信是一个弹性的、不断

发展的概念，其更体现为一种态度、一种观点，而不是一个字典上的概念。〔１６〕如果结合案

例法揭示最大诚信的含义，则应该从合同前的告知义务入手，因为二者的联系从历史上看

最为密切：Ｃａｒｔｅｒｖ．Ｂｏｅｈｍ案关于诚信义务的判决主要涉及告知义务和误述，这使得此后立
法以及案例中关于最大诚信的讨论几乎皆围绕告知义务和误述展开。但最大诚信义务在英

国法下显然并不局限于合同前的告知义务。

　　１．最大诚信与欺诈索赔
　　Ｃａｒｔｅｒｖ．Ｂｏｅｈｍ案主要关注的是保险合同订立前的最大诚信义务，并曾引起最大诚信义
务是否仅仅适用于保险合同订立之前的争论。〔１７〕但是，自 １９世纪的 Ｂｒｉｔｔｏｎｖ．ＲｏｙａｌＩｎｓ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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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规定：“海上保险合同建立在最大诚信的基础上，如果合同任何一方不遵守最大诚信，另一方即可宣告合

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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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条规定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仅限于保险合同订立前，因此，第 １７条相应地也应仅适用于保险合同订立
前。”相反的观点则指出，“告知义务源于最大诚信义务，而不是相反。虽然二者存在交叉的部分，但不能将

二者等同。最大诚信义务有着更广的外延。”ＳｅｅＳｕｓａｎＨｏｄｇｅｓ，Ｌａｗ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Ｃａｖｅｎｄｉｓｈ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ｉｍｉｔｅｄ，１９９６，ｐ．８３．



ａｎｃｅＣｏ案〔１８〕开始，英国法院就判定，如果有人欺诈性地夸大其索赔，则其全部索赔将被

没收，而不是仅仅拒绝赔偿夸大的部分。法院认为，如果允许当事人去尝试这种欺诈是非

常危险的。应该说，该 “没收规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此后，英国 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

中欺诈性索赔将导致 “合同被另一方宣告无效”的大原则与之并不一致。在之后的英国判

例法中，隆摩尔法官在 ＴｈｅＭｅｒｃａｎｄｉ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案〔１９〕中具体列举了合同订立后最大诚信义

务适用的情形，其中一项便是 “欺诈性索赔”。在 ＴｈｅＳｔａｒＳｅａ案中，〔２０〕英国上议院还在两
个方面限制了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第１７条的适用范围：（１）一旦法律程序开始，最大诚信

义务就不再适用，而应该适用法院程序。（２）合同前诚信义务与合同后诚信义务有所不同，
合同前义务相对比较严格。由此，欺诈性索赔中的诉请及证据采信标准就不再适用 “违反

则对方有权宣告无效”的最大诚信义务规则。不过，此后英国司法实践在执行该案所确立

的原则时，又出现了观点的反复和演进。在 ＴｈｅＡｅｇｅｏｎ（Ｎｏ１）案中，〔２１〕曼斯法官认为，

欺诈性索赔受普通法规则调整，而非受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第１７条的调整。因此，当发生欺
诈性索赔时，保险人不得宣告合同无效。理论界也有不同的观点：英国保险法权威著作

《麦吉利夫雷论保险法》一书作者认为，“没收规则”和 “宣告合同无效规则”可由保险人

在抗辩时选择适用；〔２２〕但克拉克 （Ｃｌａｒｋｅ）教授则认为，“应该只有一种理论：欺诈性索赔

全部不应支持，且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但之前的诚实索赔继续有效，且保险人不能要回

其他索赔已经赔付的款项”。〔２３〕在Ａｘ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ｔｄｖ．Ｇｏｔｔｌｉｅｂ案中，〔２４〕曼斯法官显

然支持了克拉克教授的观点，并再次申明欺诈性索赔受特别的普通法规则调整。在该案中，

尽管被保险人存在欺诈性索赔，但保险人仅可免除其对欺诈性索赔部分的赔偿责任，而之

前的诚实索赔则继续有效。总结来看，近几年英国的主流观点在发生转变：欺诈性索赔不再

受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第１７条中的 “一方宣告合同无效规则”的调整。

　　２．最大诚信对保险人的适用
　　英国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第 １７条显然还有一层含义：最大诚信义务不仅由被保险人承

担，也应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的最大诚信义务主要表现为：（１）对承保风险的告知义务，
即如果保险人得知保险标的已经不可能因发生保险事故而遭受损失的，应将该情况告知被

保险人；如果保险人知道被保险人所期待投保的风险其实并不在保险单的承保范围之内，

则也应如实告知保险人。（２）对保险合同条款的释明义务，即保险人应当向被保险人说明

合同的内容。（３）及时支付保险赔偿金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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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１８６６）４Ｆ＆Ｆ９０５．
Ｋ／ＳＭｅｒｃＳｃａｎｄｉａｖ．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ｌｏｙｄ’ｓＵｎｄｅｒｗｒｉｔｅｒ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２００１］２Ｌｌｏｙｄ’ｓＲｅｐ．５６３．在该案中，隆摩尔
（Ｌｏｎｇｍｏｒｅ）法官对保险合同成立后诚信义务的产生限定了条件，包括风险变动、续保、续期、保险期间保险
人要求提供信息、欺诈索赔及可默示诚信的其他情形。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ｉｍｉｔｅｄｖ．ＵｎｉＰｏｌａｒｉｓ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ｉｍｉｔｅｄａｎｄＬａＲｅｕｎ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ｅｎｅ，［２００１］１
Ｌｌｏｙｄ’ｓＲｅｐ．３８９，４０１，４０２，４０７．
Ａｇａｐｉｔｏｓｖ．Ａｇｎｅｗ（Ｎｏ１）（ＴｈｅＡｅｇｅｏｎ），［２００２］ＥＷＣＡＣｉｖ２４７，［２００３］ＱＢ５５６．
参见前引 〔７〕，Ｂｉｒｄｓ等书，第２０－０５７段。
ＳｅｅＭ．Ａ．Ｃｌａｒｋｅ，Ｊ．Ｍ．Ｂｕｒｌｉｎｇ＆Ｒ．Ｌ．Ｐｕｒｖｅｓ，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ａｗｆｒｏｍ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ｐａｒａ．２７－２Ｃ３；ＬｏｒｄＭａｎｃｅ，Ｔｈｅ１９０６Ａｃｔ，ＣｏｍｍｏｎＬａｗ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Ｃｌａｕｓｅｓ—ＡｌｌｉｎＨａｒｍｏｎｙ？［２０１１］ＬＭ
ＣＬＱ３４６，３４６－３６０．
［２００５］ＥＷＣＡＣｉｖ１１２，［２００５］１ＡｌｌＥＲ（Ｃｏｍｍ）４４５．



　　最大诚信适用于保险人是明确的，但是保险人违反最大诚信义务后，对于被保险人的
救济措施却非常僵硬。从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第１７条的规定看，一方违反最大诚信义务，无

论该行为发生于合同订立前还是订立后，另一方唯一的救济方式就是宣告合同无效。据此，

另一方不得援引合同法下的其他救济方式，如主张损害赔偿。这种救济措施显然存在明显

的不合理之处。在 ＢａｎｑｕｅＫｅｙｓｅｒＵｌｌｍａｎＳ．Ａ．ｖ．Ｓｋａｎｄｉａ（Ｕ．Ｋ．）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Ｌｔｄ案中，〔２５〕

保险人明知被保险人的代理人故意向被保险人隐瞒保险合同的部分条款，却未将上述情况

告知被保险人，一审法院认为保险人违反最大诚信义务且被保险人有权向其主张损害赔偿。

上诉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关于保险人违反最大诚信义务的判决，但推翻了被保险人有权获

得损害赔偿的裁定，这一判决也得到了枢密院的支持。由此，保险人违反最大诚信的后果

却是被保险人得不到保险赔偿。在前述 ＴｈｅＳｔａｒＳｅａ案中，霍布豪斯勋爵同样认为，一方违

反最大诚信义务时，另一方可以溯及既往地宣告合同全部无效。如果因此需要对双方的经

济地位进行调整，依据的是返还法 （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ｌａｗ），而不是合同法。〔２６〕很显然，宣告合同

无效仅在保险事故尚未发生时才对被保险人有意义，其本身并不能满足保险事故发生后被

保险人的救济诉求。但被保险人往往要等到保险事故发生时才能发现保险人未尽最大诚信

义务，在此情况下，即使被保险人得知保险人违反最大诚信义务，也几乎不会因此宣告合

同自始无效，故宣告合同无效的救济方式在多数情况下对被保险人并无实益。为弥补此种

不足，英国２０１５年保险法在第四部分特别针对保险人的迟延赔付行为，创设了对被保险人

的救济机制———对及时支付保险赔偿默示义务的确认。在英国法下，一旦该义务成为默示条

款，则意味着其将与合同中其他明示的条款一样可以适用普通法的违约救济。这改变了过往

英国判例法认为保险人及时支付保险赔款不构成保险合同下默示义务的传统。〔２７〕此外，保

险人违反有关风险告知与条款解释说明的义务时，英国的司法实践对被保险人的救济也很

少见到基于合同被一方宣告无效而否认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权的情况。〔２８〕

　　３．最大诚信在合同订立前后的差异性

　　英国上议院在 ＴｈｅＳｔａｒＳｅａ案中明确了最大诚信不仅可适用于保险合同订立前，还可适

用于保险合同订立后。该案中，在保险合同订立后，保险人发现被保险人未告知其所有的

另一艘配置相同的 Ｋａｓｔｏｒａ轮由于同样的设施起火而造成全损的事实。该案同时明确了最大

诚信在合同不同阶段的义务标准是不同的。对此，克莱德勋爵在该案中作出如下解释：“保

险合同中的诚信理念反映了对当事人告知义务的要求，但该要求并非一成不变。该义务的

内容随着合同的履行而变化，需要通过法院的裁判来确定。在合同订立阶段要求非常高的

公开程度是合理的，但合同成立后，仍要求同等的程度则不具有正当性。”该解释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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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１９９０］１Ｑ．Ｂ．６６５，［１９９１］２Ａ．Ｃ．２４９．
［２００１］１Ｌｌｏｙｄ’ｓＲｅｐ．３８９，４００．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ＩｓｌａｎｄｓＬｔｄｖ．ＭｃＨｕｇｈ［１９９７］ＬＲＬＲ９４．该案法官的结论是：不支持默示条款
的存在。

当前，英国保险市场中的保险人需要按照 《金融服务管理局保险业务守则》（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ｓＩｎ
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Ｒｕｌｅｓ（ＩＣＯＢ））来执行良好行业操作 （ｇｏｏ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该规则具体规定了
保险人应向保单持有人主动介绍和说明的条款内容，保险人的诚信义务 （缔约前和缔约后）由此已被该规则

标准化。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则虽然定位于 “良好行业操作”，属于行业标准而非法律，却对保险人起到了

很严格的约束作用。



是：若这种义务完全相同，则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后违反最大诚信义务的，保险人即

可宣告合同无效。其不仅可以免除向被保险人支付本次事故保险金的责任，还可宣告保险

合同自始无效，向被保险人主张返还之前赔付的保险金，即使这些保险金的取得完全合法

有效。这种违反后果的严厉性虽会对被保险人起到阻吓作用，但其不公平之处也非常明显。

正因为此，英国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对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第１７条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缩性
解释。在 ＴｈｅＭｅｒｃａｎｄｉａ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案中，隆摩尔法官认为该法条的适用须同时满足以下条
件：（１）被保险人的行为对于谨慎的保险人评估风险至关重要，且足以诱导保险人作出不
同的意思表示，即被保险人的违约行为须同时满足实质性和诱导性两个标准。因此，被保险

人的违约行为应与保险人的最终责任有关系，或者至少与保险人的抗辩有关系。（２）被保险
人的违约行为相当于毁约 （ｒｅｐｕ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因为宣告合同无效比毁约的救济方式
更为严厉。〔２９〕此先例确立后，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第１７条的解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使
不是不可能，最大诚信也将很难适用于保险合同订立后”。〔３０〕

　　４．英国２０１５年保险法改革
　　在２０１５年保险法之前，英国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除了一些特殊制度规则 （如默示条款、

推定全损）外，总体上适用于普通商业保险，而非商业保险 （即消费者保险）适用英国消

费者保险法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ｃｔ２０１２，ＣＩＤＲＡ）。另外，
汽车保险中的强制责任保险、普通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和人身意外险等特定保险领域

也有相应的法律调整。在此情况下，尽管英国判例法已经对 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有所发展，
英国法律委员会仍决心通过新的保险立法对最大诚信进行改革。２０１５年保险法出台之后，
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的部分条文已经被替代，其他部分因不存在明显的适用冲突将继续有效。
　　首先，英国２０１５年保险法在第五部分 “诚信”中，对违反诚信义务的法律后果进行了

修改。该部分标题使用 “诚信”（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但内容却是围绕最大诚信展开。其第１条规
定，违反最大诚信义务的后果不再是宣告合同无效。其第２条进一步规定，任何有关规定保
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的法律规则，应该修改为以该法以及消费者保险法所要求的程度为

限。其法律效果是：消费者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和陈述义务为 “不作误述的合

理注意义务”；针对具有海上保险属性的消费者保险合同 （如私人游艇保险合同）下的最大

诚信义务，消费者保险法将优先于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第１７条适用。〔３１〕因此，最大诚信义
务的具体边界在英国２０１５年保险法第五部分中没有涉及，而是要参照该法其他部分的规定
以及消费者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至此，最大诚信在英国保险法下依然存在，但成为一项具

有指导功能的解释性原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３２〕

　　其次，该法将诚信义务具体化，分别对告知义务、保证、欺诈性索赔及迟延赔付进行
了具体规定。〔３３〕值得注意的是，该法在第二部分引入了 “公平陈述”（ｆａｉ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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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２００１］２Ｌｌｏｙｄ’ｓＲｅｐ．５６３．
Ｓｅｅ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Ｇｉｌｍａｎ，ＲｏｂｅｒｔＭ．Ｍｅｒｋｉｎ，Ｃｌａｉｒｅ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ＭａｒｋＴｅｍｐｌｅｍａｎ，Ａｒｎｏｕｌｄ’ｓＬａｗ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ｏｎｄｏｎ：Ｓｗｅｅｔ＆Ｍａｘｗｅｌｌ，２０１３，ｐｐ．８２４－８２５．
参见英国２０１２年消费者保险法第２条第２、４、５款。
Ｐａｒａ．１０９ｏｆ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Ｎｏｔｅｓｏｆ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Ｂｉｌｌ［ＨＬ］ａ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ｉｎ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Ｌｏｒｄｓｏｎ１７ｔｈＪｕｌｙ２０１４［ＨＬＢｉｌｌ
３９］，ｈｔｔｐ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ｕｋ／ｂｉｌｌｓ／２０１４－１５／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ｈｔｍｌ．
参见牛元：《英国保证新立法及对中国海上保险保证制度的完善建议》，《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４期，
第９３页以下。



新模式来代替英国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第 １８条、第 １９条和第 ２０条中的告知和陈述义务模
式。这实际上融合了传统的告知义务及陈述两项内容。该部分将告知义务的标准修改为

“有限的主动告知义务”（ｌｉｍｉｔｅｄ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如果被保险人不能达到 “无限主动告知”的要

求，“被保险人也应告知保险人充分的信息，以使谨慎的保险人能注意到其需要进一步询问

被保险人以揭示这些重要情况”。〔３４〕同时，该法将投保人 （ｐｒｏｐｏｓｅｒ）违反告知义务或陈述
义务的特定违约 （ｑｕａｌｉｆｙｉｎｇｂｒｅａｃｈ）区分为故意、重大过失和其他违反两种情形来详细规
定。〔３５〕对于前者，其救济是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对于后者，救济则要视假如保险人知悉

被保险人公平陈述的信息的反应而定：（１）宣告合同无效：如果保险人会拒绝承保，则保
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但须归还保费；（２）选择赔付：如果保险人会选择某些事项承保，则
保险人仅承担其可能承保事项的赔付义务；（３）比例赔付：如果保险人会增加保费，则保
险人按照实际收取的保费和可能收取的较高数额保费的比例进行赔付。

　　５．最大诚信的内涵总结
　　综上所述，在２０１５年保险法之后，英国法下最大诚信义务的边界已经扩展到被保险人
的告知义务、陈述义务、保证、不欺诈性索赔和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不迟延赔付以

及弃权和禁止翻供等领域，〔３６〕其特征也变得非常具有典型性：第一，在普通合同法的陈述义

务之外加设有限的主动告知义务。第二，即使是有限的主动告知义务，主动告知的本质并未改

变，仍是对传统的合同法下 “买者后果自负” （ｃａｖｅａｔｅｍｐｔｏｒ）原则的颠覆。也就是说，在保
险法下，被保险人在谈判合同时应谨慎地选择哪些信息应向保险人披露，保险合同谈判阶段的

诚信义务标准仍然高于普通合同。第三，在合同履行阶段，合同方履行义务要诚实、公开和

坦白 （ｃａｎｄｉｄ），当然诚信的具体要求因时代的不同其内容也有不同的解释。第四，抽象的
最大诚信被具体化，违反诚信的救济方式也由单一的规则演变为各种个性化的救济途径。

二、诚信与最大诚信的关系考察

　　可以观察到的是，２０１５年之前英国保险法的案例主要是围绕某项义务的违反是否适用
海上保险法第１７条的规定而展开争论，并没有回答最大诚信与合同法下的诚信有何分野。
２０１５年之后英国保险法将最大诚信义务修订为一项解释性的 “原则”，实际上是对保险法

诚信理念的较大改变。自此，英国保险法下的最大诚信与合同法下的诚信原则也将不可避

免地产生纠缠。就我国而言，我国保险法已秉承大陆法系传统确立了诚信原则，而且根据

一般法与特别法的适用规则，该原则同样适用于海上保险。我国海商法的修订是否以及如

何借鉴英国保险法下的最大诚信，也必须以厘清诚信原则和最大诚信的关系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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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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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英国２０１５年保险法第二部分第３条第４款。该条第５款进一步规定了被保险人未被询问，不要求被保险
人告知的情况：（ａ）使风险降低的情况；（ｂ）保险人知道的情况；（ｃ）保险人应当知道的情况；（ｄ）推定
保险人知道的情况；（ｅ）保险人放弃获悉的情况。
参见英国２０１５年保险法第８条第３款：本法所称的特定违约，是指能够使保险人有权获得救济的被保险人的违
约。第８条第４款：特定违约包括被保险人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或被保险人既非故意又非重大过失的行为。
英国法下误述和未告知经常在同一组事实中被同时主张。在商事诉讼中，涉及到保险合同的场合经常是 “未

告知”占主导地位。“从历史上看，误述在保险合同的环境下并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部分原因是告知重要

事实本身的极度宽泛意味着未告知已经将误述的问题包括在内。”ＳｅｅＪ．Ｂｉｒｄｓ，Ｂｉｒｄ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ａｗ，９ｔｈ
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Ｓｗｅｅｔ＆Ｍａｘｗｅｌｌ，２０１３，ｐｐ．１１４－１１５．



　　 （一）大陆法下的诚信

　　诚信概念源于罗马法，主要作为程式诉讼中的特殊条款——— “欺诈例外”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ｄｏｌｉ）
而发挥作用。但随着程式诉讼的式微和最终废除，诚信概念为更宽泛的公平 （ａｅｑｕｉｔａｓ）概念
所吸收。在整个中世纪和现代社会早期，诚信和 （或）公平也支配着商人之间的关系，成为

商人法的基本原则。〔３７〕大陆法系显然继承了这一原则。德国民法典在第二编债的关系法中规

定了债务人有义务依诚实和信用并参照交易习惯履行给付，并引申出一系列附随义务，如合同

前的告知义务和合同后的单证交付义务、协助义务、保护义务和披露义务等；德国民法典还在

总则编规定，对合同的解释，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并考虑交易上的习惯。〔３８〕德国保险合同

法 （２００８）中并没有对诚信原则的直接表述，相关内容将适用民法典的规定。意大利民法典
也规定了合同的磋商和订立过程、合同的解释以及合同的履行应遵循诚信，〔３９〕但意大利保险

法中并没有关于诚信或善意的表述。〔４０〕法国法除其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规定外，其诉讼法、

消费法、劳动法和行政法中皆有诚信的要求。合同谈判阶段的诚信原则在法国不仅为法学理论

所承认，在当前也被民法典和保险法等法律所承认。诚信在合同磋商、订立和履行阶段都有要

求，并被认为关涉公共利益。〔４１〕法国保险法中虽然没有体系化的诚信制度，但有涉及诚信义

务的规定：如被保险人违反询问告知义务时，除非被保险人证明其已诚信履行合同，保险人

不承担若知道此种信息就拒绝承保的风险；〔４２〕任何导致风险增加的合同修正应当在三日内

通知保险人，除非被保险人证明其诚信地履行了合同，否则将承担违反合同的责任。〔４３〕

　　欧盟法中没有关于保险和再保险合同的订立与履行的统一的一般性规则。兰多委员会草
拟的 《欧洲合同法原则》明确规定了诚信，并且不允许合同双方约定排除该条文的适用。〔４４〕

同时，欧盟不少法律也规定了诚信，要求不仅合同条文要公平合理，而且订约的程序和实

体都要公平合理，并且不允许合同排除或者限制诚信规则的适用。这些有关诚信的原则或

规则，其效力均由欧盟各成员国内法调整。〔４５〕

　　可见，大陆法系的合同法中总体上承认并执行一条至上的原则———诚信订约和履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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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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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德］齐默曼、［英］惠特克主编：《欧洲合同法中的诚信原则》，丁广宇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第１０页以下。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２４２条，第１５７条。
参见意大利民法典第１３３７条 （合同双方在合同磋商过程和合同订立过程中应遵循诚信原则 （ｂｕｏｎａｆｅｄｅ））、
第１３６６条 （合同应依据诚信原则进行解释）以及第１３７５条 （合同应依据诚信原则履行）。

意大利保险法 （Ｃｏｄｅ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２０１７／２００６）仅在第 １１８－１条中规定，对向保险中介机构的 “善

意”的付款行为，视同于对保险人付款。第１９０－４－ｂｉｓ条中规定，与审计项目有关的审计师和精算师等应
当及时且 “诚实”地向保险监管机构 ＩＶＡＳＳ（原 ＩＳＶＡＰ）提供信息。
参见法国民法典第１１０２条、第１１０３条及第１１０４条 （根据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０日的第２０１６－１３１号法令修订）。
参见法国保险法第１７２－２条。
参见法国保险法第１７２－３条。
Ａｒｔ．１．１０６ｏｆＬａｎｄｏ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
针对欧盟 《１９９９年消费者合同不公平条款条例》（ＵｎｆａｉｒＴｅｒｍｓｉｎ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９），英国上
议院的案例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ＦａｉｒＴｒａｄｉｎｇｖＦｉｒｓ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ｎｋｐｌｃ（２００２）１ＡＣ４８１判决：合同条文要公平合
理，不违反诚信，要求在订约的程序上与实体上都公平合理。另一个例子是欧盟 《商事代理指令》（Ｃｏｍｍｅｒ
ｃｉａｌＡｇｅｎｔｓ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１９８６／６５３／ＥＥＣ），要求代理对他的委托人必须尽责任与诚信。其他对诚信提出要求的法
律有 《金融服务远程展业指令》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２００２／６５／ＥＵ）、《不公平商业
操作指令》（Ｕｎｆａｉｒ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２００５／２９／ＥＵ）以及明文强制规定不允许排除诚信的 《欧洲

共同销售法 （建议案）》（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ｆｏｒ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ａＣｏｍｍｏｎ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ＳａｌｅｓＬａｗ，ＡｎｎｅｘＩ，Ａｒｔ．２）。



含义远远超出 “互不欺骗”的标准，而是类似于 “公平交易”，旨在通过诚信原则对合同订

立以及履行中的不公平情形进行矫正。部分国家如法国、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等的合同法

或保险合同法对谈判阶段的义务要求设定较高，要求每一方谈判时尽量考虑对方的利益，

并根据当时的情况提供适当的信息和建议。〔４６〕但是，这些国家的保险法中并未直接使用

“最大诚信”的概念。

　　 （二）普通法下的诚信

　　罗马法下的诚信原则显然并未被英国法所接受，英国法也未接受当代欧盟法中的诚信
原则，而是发展出解决公平问题的 “碎片化方案” （ｐｉｅｃｅｍｅａｌ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４７〕多数英国学者
认为，英国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诚信原则。〔４８〕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英国法用碎片化的

个案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采用广泛使用的大原则。第二，英国法代表了自由主义的社会思

潮，合同方有权利在合同中追求自己的利益。第三，鉴于诚信内容的模糊性与主观性，承

认诚信原则令人担心会产生太多的不确定性，而是否破坏合同确定性的目标恰恰是英国法

所看重的。〔４９〕英国法下，如果合同方欲以诚信来约束双方的订约谈判或是合作，必须以明

示条文来表明此种意愿，否则法院会拒绝执行。整体来说，英国法院更尊重订约自由、当

事人自治和严格履约，诚信并不是足以改变合同的理由。例如，航运市场高涨时，租船合

同下的船东趁租方未能按照合同及时支付租金行使选择权撤船、终止租约的做法，在英国

法下并不会被认为有违诚信。同时，英国法也认为，诚信与承认每一方有权合法地为自己

谋取合约下的利益以及谈判双方处于敌对的地位，在法理上有根本的矛盾。〔５０〕此外，诚信

往往与 “不占对方便宜”“不投机取巧”等道德标准相关，但道德标准难以界定，而且合同

一方主观上如何考虑也很难判断。〔５１〕

　　所以，英国法下仅将部分特殊类型的合同归类为 “诚信的合同”，如合伙合同，因为这

种合同必须由双方紧密合作才能履行；〔５２〕又如雇佣合同，因为普通法中要求雇主如果没有

合理的理由不能破坏合同双方之间的信任。〔５３〕这些具有显著诚信要求的合同被称为 “诚信

的合同”。对于其他普通合同，英国法院仅在某些领域承认有限度的诚信：第一，对裁量权

的承认。行使裁量权的标准就是公平、合理、诚信及不能误解法律。〔５４〕例如租船合同中船

长对港口是否安全以及天气状况是否允许开航的判断。〔５５〕第二，英国法院对于商业合同条

款中呈现的承认诚信的趋势持开放态度，尤其是标准格式合同中对诚信的规定。例如合同

条款要求双方诚信地达成关于公平合理的市场价格的协议或者是合同方以相互信赖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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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德］海因·克茨：《欧洲合同法》，周忠海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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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来行事等。第三，对诚信默示义务的部分承认。在 ＹａｍＳｈｅｎｇ案中，〔５６〕法院确认基
于合作关系的 “诚实意义上的诚信”这一默示义务可以在商业协议中存在。该判例的要旨在

２０１４年被英国法院的数个案件所遵从。第四，对于诚信地谈判条款效力的确认。值得注意的
是，英国法院对商业合同下的合同前诚信义务并没有开放，但对于规定双方诚信地谈判的合同

条款或 “协议将来达成协议”（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ｔｏａｇｒｅｅ）的态度却有所转变：其起初对 “协议将来达
成协议”的做法并不支持，〔５７〕但随着 “互锁协议”（ｌｏｃｋｏｕ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等在实践中的应用和
现实价值，英国法院也开始承认其有效，但前提条件是合同方必须有订约意图且谈判的期限必

须明确。〔５８〕与普通合同相比，英国法下 “诚信的合同”要求合同双方在订约阶段即负有主动

告知义务，而普通合同并不设有此项义务。〔５９〕而在合同的履行阶段，二者并无显著的差异。

　　美国 《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和 《统一商法典》总体上将诚信义务的适用范围限于对已

成立合同的履行和执行。〔６０〕但 《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在个别合同的订约阶段也要求依诚信

履行义务。〔６１〕在澳大利亚法律中，法院很普遍地援引诚信认定 “诚信地协商合同”（ｎｅｇｏｔｉ
ａｔ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ｂｙ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在合同法下的可执行性，并很愿意认可普通合同双方应该在履约时
密切配合的默示条款。〔６２〕但澳大利亚１９８４年海上保险法几乎是英国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的
翻版，该法中的最大诚信义务规定与英国法完全一致。〔６３〕

　　总体来看，受英国法的影响，普通法下的合同法中虽然有诚信义务的要求，但订约阶
段的诚信义务却并不普遍。最大诚信义务则为保险法体系所独有。

　　 （三）最大诚信与诚信原则的差异

　　英国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诚信要求既非完全割裂，又存在差异。首先，在英国法下，
一旦商业合同被归类为诚信的合同，则表示这些合同与大陆法系下的合同一样，订约和履

约过程都受到道德的约束，只不过在订约阶段要披露于己不利的信息，这对商人而言是更

高的道德标准。因为诚信意味着须为合同相对方的利益着想，与为己方谋利的商业合同目

的相背离。而大陆法系下的诚信原则相对宽松得多，诚信原则并不反对商业合同的当事方

谋利，其更多地强调公平、守约与守法的意识，但在订约阶段告知义务的标准并不要求主

动告知。其次，对于普通的商业合同，英国法认为在合同履行阶段双方需要进行密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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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ＹａｍＳｅｎｇＰｔｅＬｔｄｖ．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ｏｒｐＬｔｄ，（２０１３）ＥＷＨＣ１１１（ＱＢ）．该案是英国法下确认在商业合同的履
约阶段合同方负有诚实合作义务的里程碑式的案例。

Ｃｏｕｒｔｎｅｙ＆ＦａｉｒｂｕｒｎＬｔｄｖ．ＴｏｌａｉｎｉＢｒｏｓ（Ｈｏｔｅｌｓ）Ｌｔｄ，（１９７５）１ＷＬＲ２９７．
Ｐｉｔｔｖ．ＰＨＨＡｓｓｅｔ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Ｌｔｄ，（１９９４）１ＷＬＲ３２７，ＣＡ．在前引 〔５０〕的 Ｗａｌｆｏｒｄｖ．Ｍｉｌｅｓ案中，英国上议院
判定互锁协议无效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互锁协议中没有约定谈判时间，导致法院认为存在太大的不确定性。

保险合同与其他 “诚信的合同”相比，虽然同属于主动告知的类型，但因为保险法中 “最大”的措辞的存

在，使得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保险合同中告知的程度要求更高。

参见前引 〔３７〕，齐默曼等书，第１０９页。但就海上保险法而言，美国最高法院霍姆斯大法官曾主张，“在海
上保险领域，有必要与英国保险法保持一致”。ＳｅｅＱｕｅｅｎＩｎｓ．Ｃｏ．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ｖ．Ｇｌｏｂｅ＆ＲｏｔｇｅｒｓＦｉｒｅＩｎｓ．Ｃｏ．，２６３
Ｕ．Ｓ．４８７，４４Ｓ．Ｃｔ．１７５，１９２４Ａ．Ｍ．Ｃ．１０７．
Ｅ．ＡｌｌａｎＦａｒｎｓｗｏｒｔｈ，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ｎＭｉｃｈａｅｌＢｒｉｄｇｅ’ｓ：ＤｏｅｓＡｎｇｌｏ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Ｎｅｅｄａ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
９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４２６ｆｆ．（１９８４）．Ｆａｒｎｓｗｏｒｔｈ列举了关于 “缄口协商者”的例子：想要购买一块

土地的买受人了解到该土地中蕴含着有价值的矿藏，这一情况尚不为土地所有者所知。在订立合同购买该土

地之前的磋商阶段，该买受人闭口不提此事。Ｆａｒｎｓｗｏｒｔｈ认为，至少根据 《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１６１条，不
披露信息可能等于虚假陈述，除非保持沉默符合诚信与公平交易的合理标准。

参见前引 〔４８〕，Ｃｈｉｔｔｙ等书，第００１－０４１段。
Ｍａｒｉｎ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ｃｔ１９８４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ＰａｒｔＩＩＴｈｅｄｕｔｙｏｆｔｈｅｕｔｍｏｓｔ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



和沟通，这与大陆法系下所有合同履行阶段的诚信义务有所趋同。但英国法认为，虽然有

的合同应该设定诚信义务，但不宜设立宽泛、不确定的大原则，而是应该设定具体而确定

的义务规则。所以，英国法下的诚信义务标准更为明确和严格。大陆法系的诚信原则看似

对双方当事人设定了没有上限的诚信要求，甚至可以推断，轻微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也将

受到制裁，但司法实践并没有给出充分的例证，反而更看重原则对于法律规则模糊或遗漏

之处的补充功能。最后，英国法下的合同解释原则中并不存在诚信原则，一是因为英国普

通法没有诚信原则的要求，而是用具体的合同法概念来解决问题 （比如误述或禁反言等）；

二是英国法尊重合同意思自治，权利义务由合同约定，不附加诚信义务。〔６４〕在大陆法系，

诚信原则是合同解释的重要原则之一。

　　特别就保险合同而言，英国法下的保险合同不仅满足上述 “诚信的合同”标准，而且

在此基础之上使用了 “最大诚信”的用语，并设置了违反最大诚信的救济规则以及与最大

诚信义务相一致的主动告知义务。而大陆法系下当前并无权威的论著认为保险合同对诚信

的要求与其他合同有明显的差异，大陆法系的现有立法一般将对诚信的要求在总则中设为

基本原则，然后在分则中设定标准不同的具体诚信义务。虽然这些诚信义务中设定主动告

知义务的情形并不多见，但传统航运国家的海上保险法规范中也有不少范例，〔６５〕只不过大

陆法系的保险法中难以找到 “最大诚信”的提法。在此基础上，弄清英国法体系的保险法

与大陆法系的保险法关于诚信的差异，关键在于最大诚信中的 “最大”是否有实质的法律

含义，以及最大诚信是法律原则还是规则。

　　英国法下对于最大诚信与诚信是否具有同等含义，确实有过争论。鉴于 “最大”诚信

的字面含义，其容易被误解为：“在保险合同的各个阶段当事人均需满足最高程度的诚信要

求”。但实际上，如前所述，在保险合同的不同阶段，对当事人诚信的程度要求是不尽相同

的。对此，英国有学者对于 “最大”用词的必要性也产生质疑，认为 “最大”一词并没有

增加新的含义，甚至是多余的，最大诚信实际就是诚实信用。〔６６〕更有学者认为， “最大”

是１９世纪立法增加的用词，并非曼斯菲尔德勋爵在 １７６６年 Ｃａｒｔｅｒｖ．Ｂｏｅｈｍ案判决中的措
辞。〔６７〕可以肯定的是，英国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中所使用的最大诚信一词，并非经历了从一
般诚信到最大诚信的演变过程，没有依据说明最大诚信是诚信的特殊形式，也没有证据支

持最大诚信是诚信的更高位阶形态。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就此断定 “最大”就是多余的，

至少法官在判断合同一方是否违反诚信时，“最大”的要求依然会有鲜明的提示效果：因为

此处诚信的要求较高，就不允许合同方轻易违反。因此，“最大”的措辞仅具有更容易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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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ＩｎＥｍｉｒａｔｅｓＴｒａｄｉｎｇＡｇｅｎｃｙＬＬＣｖ．Ｐｒｉｍ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Ｅｘｐｏｒｔｓ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ｉｍｉｔｅｄ，［２０１４］ＥＷ，ＨＣ２１０４（Ｃｏｍｍ），１Ｊｕｌｙ
２０１４；ＩｎＢｒｉｓｔｏｌＧｒｏｕｎｄｓｃｈｏｏｌＬｔｄｖ．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ＤａｔａＣａｐｔｕｒｅＬｔｄ＆ｏｒｓ［２０１４］ＥＷＨＣ２１４５（Ｃｈ），２Ｊｕｌｙ２０１４．
参见德国 ＤＴＶＡＤＳ２００９条款第２２．１条；法国保险法第七部分 （海上、航空、内河、湖区保险）第１７２－１９
条 （３）、（４）。德国海上保险以及再保险从来都不受德国保险合同法 （ＶＶＧ）调整，海上保险中的船舶保险
适用的是由德国保险协会 （ＧＤＶ）拟定的 ＤＴＶＡＤＳ２００９条款，其前身是 ＤＴＶＨｕｌｌ条款；货物保险适用的是
ＤＴＶＣａｒｇｏ２０００／２００８条款。
ＳｅｅＳ．Ｈｅｎｃｈｃｌｉｆｆ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ｌａｉｍｓ：ＦｒａｕｄａｎｄＤｕｔｙｏｆ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８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１０（１９９７）．Ｓｅｅａｌｓｏ
Ｆ．Ｈａｗｋｅ，Ｕｔｍｏｓｔ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ＩｔＲｅａｌｌｙＭｅａｎ？，６（２）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９１（１９９４）．
ＳｅｅＨｏｗａｒｄＢｅｎｎｅｔｔ，Ｍａｐｐｉｎｇｔｈ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Ｕｔｍｏｓｔ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ｉｎ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Ｌｌｏｙｄ’ｓ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Ｃｏｍｍｅｒ
ｃｉａｌＬａｗ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Ｉｓｓｕｅ２，１９９９，ｐ．１６５．



法官认定违反诚信的条件已然满足的潜在效果，但最大诚信与诚信在实质的法律含义层面

并无差异。对此，南非上诉法院罗伯法官更是直接否定了 “最大诚信”这一提法的必要性：

“最大诚信并不是一个具有准确内涵的法律术语，故不能将其作为具有准确法律意义的标准

而予以适用。它是一个外来的、模糊的、误用的表述，其在法律中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的

法律不能以最大诚信作为保险合同缔结之前的就重大事实履行告知义务的法律基础。我们

的保险法并无保留最大诚信之必要，现在将之予以抛弃适逢其时。”〔６８〕英国法律委员会在

起草保险法草案时，也曾经慎重地考虑过，在保险立法中是否还需要将诚信义务表述为最

大诚信义务，简单表述为诚信是否足以表达其含义。调查结果显示分歧很大：有人认为这

两个概念可以互换，也有人认为 “最大”二字至少承担着区别保险合同与普通商业合同的

功能。最终，英国２０１５年保险法依然保持了 “最大诚信”的概念，但将本部分的标题确定

为 “诚信”而非 “最大诚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最大诚信与诚信的差异不在于诚信是否

“最大”，而在于诚信本身在不同法系和国家中因其缘起与历史演变的差异而形成的被业界

普遍接受的不同含义。

　　至于英国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下的最大诚信在法律适用上属于规则还是原则，按照当前
有关规则与原则的区分标准，最大诚信应是规则。首先，法律规则所具有的 “全有或全无”

的适用结果，与最大诚信义务存在的依据———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第１７条所规定的 “违反则

对方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单一适用结果完全一致，其不具备法律原则适用时的伸缩性或

灵活性。其次，“违反则对方有权宣告合同无效”的条文，同时具备假定条件、行为模式、

法律后果三项法律规则的要素，因此具有明确的规范性，而法律原则并不直接包含任何具

体的决定，它本身并不一定直接解决问题。基于此，英国 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第 １７条关
于 “最大诚信义务”的条文当属于法律规则而非法律原则。英国权威海上保险法著作 《阿

诺德论海上保险法与海损》也使用最大诚信义务的表述，这也是英国诸多权威判例的表述

方式。〔６９〕而普遍存在的 “最大诚信原则”的说法，主要是因为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的区分

是在德沃金于１９６７年发表 “原则理论”之后才获得广泛认同的。〔７０〕在此之前，因为最大

诚信义务所呈现的 “违反则一方可宣告合同无效”的严厉后果，使得保险合同双方为维系

保险合同的效力而谨慎地将最大诚信奉为圭臬，由此一些英国法学者将其称为 “原则”。当

然，在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进行区分的当代，也有英国法学者在研究最大诚信义务时仍然

习惯地不对 “原则”和 “规则”进行精确的划分。〔７１〕这种情况对国内学者也影响至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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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１９８４］ＺＡＳＣＡ１２９，４３２ＢＣ，４３３ＥＦ．但罗伯法官的观点并未得到多数英国学者的认同。
参见前引 〔３０〕，Ｇｉｌｍａｎ等书，第５８６页；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ＣｏＬｔｄｖ．Ｕｎｉｐｏｌａｒｉｓ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Ｌｔｄ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Ｔｈｅ
ＳｔａｒＳｅａ）［２００１］１Ｌｌｏｙｄ’ｓＲｅｐ．３８９；Ｋ／ＳＭｅｒｃＳｃａｎｄｉａＸＸＸＸＩＩｖ．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ｌｏｙｄ’ｓＵｎｄｅｒｗｒｉｔｅｒｓ（ＴｈｅＭｅｒｃａｎｄｉ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２００１］ＥＣＷＡＣｉｖ１２７５，［２００１］２Ｌｌｏｙｄ’ｓＲｅｐ．５６３；Ｐａｎ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Ｌｔｄｖ．ＰｉｎｅＴｏｐ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Ｌｔｄ［１９９５］１ＡＣ５０１，［１９９４］２Ｌｌｏｙｄ’ｓＲｅｐ．４２７；ＨＩＨＣａｓｕａｌｔｙ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ｔｄ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ｖ．Ｃｈａｓｅ
ＭａｎｈａｔｔａｎＢａｎｋ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２００３］ＵＫＨＬ６，［２００３］２Ｌｌｏｙｄ’ｓＲｅｐ．６１．
其在当时的 《芝加哥大学法学评论》上发表了题为 “规则模式” （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Ｒｕｌｅ）的论文。该文针对哈特的
“规则理论”（哈特认为法律由 “第一性规则”和 “第二性规则”结合而成）指出，法律不仅包括规则，也包括

原则和政策，原则与政策又被视为广义的原则。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这两种彼此对应的法规范形态由此确立。

ＳｅｅＲｏｎａｌｄＭ．Ｄ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Ｒｕｌｅｓ，３５（１）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４－４６（Ａｕｔｕｍｎ，１９６７）．
参见前引 〔１７〕，Ｈｏｄｇｅｓ书，第８３页。



是国内不少学者认为最大诚信是英国保险法基本原则之一的原因所在。〔７２〕

三、我国海商法中与诚信原则有关的告知义务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英国财政部于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７日向上议院提交了 《保险法法案

及其解释报告》，详尽展示了英国法律改革委员会近年来对于最大诚信义务进行改良的具体

内容及思路。但是，我国保险法学界及实务界人士却有相当大的比例认为我国保险法或保

险业务中已在遵循 “最大诚信原则”，〔７３〕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英国保险法的借鉴研究。因

此，在对诚信与最大诚信的关系予以考察之后，需要进一步厘清我国保险法中的诚信原则

与当前英国法中的最大诚信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回答我国海商法在修订时对与诚信原则

有关的具体义务是否需要作出调整这一重要问题。

　　 （一）是否引入最大诚信概念

　　由于没有证据表明英国传统海上保险法下最大诚信义务所具有的功能会导致优质的业
务离开伦敦保险市场，〔７４〕且没有一致性意见和决定性论据支持用 “诚信”替代 “最大诚

信”，使得英国保险法改革时亦未能舍弃 “最大诚信”。〔７５〕英国保险法对于最大诚信制度加

以改革后，其主要特征在于，一是在法律中明确了最大诚信原则指导性的解释功能，最大

诚信在英国法下从规则转变为解释原则，二是强化了合同前和合同后的主要义务并对违约

救济途径作出具体规定。英国法的改革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在于：第一，诚信解释性原则

与具体化义务和多元化违约救济方式相结合的立法模式缓和了传统上违反最大诚信义务后

果的严厉性。第二，最大诚信义务得以尽可能地明确。第三，以诚信解释性原则为未来法

律规则可能存在的模糊之处提供指导。

　　从最大诚信中 “最大”含义的澄清以及原则和规则的区分来看，我国保险法中的诚信

原则与当前英国法中最大诚信的差异实质上可归纳为：一是，基于法系的不同，我国保险

法中将诚信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及合同解释原则，与英国保险法下将最大诚信作为指导性的

解释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形成裁判规则方面可能存在差异；二是，有关诚信的告知义

务、保证、欺诈性索赔和弃权等具体义务的设定可能不同。在洞察这两点实质差异之后，

在我国保险法已秉承大陆法系传统确立了诚信原则的情况下，我国海商法的修改已经没有

必要再拘泥于 “最大诚信”这个本身极具模糊性的概念，况且就我国海商法或保险法的立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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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司玉琢主编：《海商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４３页；张湘兰主编：《海商法》，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９８页；张丽英主编：《海商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３０７页；贾林青：《海商
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１７页 （在本书中，作者使用了绝对诚信原则的表述）；应世昌：

《新编海上保险学》，同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０３页；杜鹃：《海上保险》，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２３页；郑睿：《英国海上保险法律与实务》，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６４页；贾林清、朱
铭来、罗建主编：《保险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９页；刘玮：《海上保险》，南开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６９页；曾立新：《海上保险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６８页。
通过中国知网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检索的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４月间的９８篇与 “最大诚信”相关

的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或学位论文中，有近９０篇论文认为我国保险法或保险业务已在遵循 “最大诚信”原则。

Ｐａｎ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Ｌｔｄ．ａｎｄＡｎｏｔｈｅｒｖ．ＰｉｎｅＴｏｐ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Ｌｔｄ．［１９９４］２Ｌｌｏｙｄ’ｓＲｅｐ．４２７，４４０．
Ｓｅｅｔｈｅ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ｃｏｔｔｉｓｈ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ＬＡＷＣＯＭＮｏ３５３）（ＳＣＯＴＬＡＷＣＯＭＮｏ２３８），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Ｗａｒｒａｎｔｉｅｓ；Ｉｎｓｕｒｅｒｓ’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ｆｏｒＦｒａｕｄｕｌｅｎｔＣｌａｉｍｓ；ａｎｄＬａｔｅＰａｙｍｅｎｔ，Ｊｕｌｙ２０１４，
ｐ．３２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法特点而言，也不可能在成文法精炼的法律条文中将 “最大诚信”的含义阐释清楚。

　　我国海商法修法的重点应在于，充分发挥海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作为特别法的优势，
针对关涉诚信的保险合同双方的合同前及合同后义务，在该法中作出与社会形态及科技发

展趋势相适应的、对保险合同双方的具体诚信义务进行合理再平衡的明确规定。同时，通

过修法和未来的司法解释，将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所通常引用的 “最大诚信”概念的内涵

逐步统一于通俗易懂的 “高标准的诚信要求”的理念之上。

　　 （二）是否修订告知义务规则

　　英国保险法在诚信原则之外，规定有关告知义务、欺诈性索赔等具体的诚信义务，并
对违反诚信义务的救济用具体的法律规则进行限定。其中，订约阶段告知义务的安排是诚

信制度最重要的表征。我国海商法和保险法下的具体告知义务将对我国诚信原则的解释与

适用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７６〕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出于对消费者保险的考虑，一些国家

对告知义务的设定更多是采用 “询问告知”模式，〔７７〕而多数的海上保险法或准立法中，则

以 “主动告知”居多。〔７８〕我国海商法第２２２条第１款所采取的 “主动告知”模式是否需要

作出调整，是当前修法研究中必须回答的问题。〔７９〕

　　质疑主动告知义务的理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被保险人不比保险人更专业。二
是，在数据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保险人比以前易于获得保险标的的信息，英国 １９０６年海
上保险法立法之初保险标的的重要信息均由被保险人单方掌握的假设并不成立。三是，被

保险人可能并不知道应当告知哪些内容，或应当告知到何种程度，从而导致违反告知义务

的 “无心之过”。因此，被保险人可能会通过向保险人提供大量未经整理的信息的方式来履

行告知义务。例如，将所有相关的信息都刻录到一张光盘上，让保险人自己整理和决定哪

些是和风险相关的重要情况。英国法律委员会将上述情形定义为 “信息倾倒”。相比之下，

保险人显然比被保险人更清楚用以评估风险级别及费率高低的信息类别，但保险人却可能

滥用其承保人的地位，在承保时缺乏足够的动机主动提出其关心的与风险有关的问题。

　　对于主动告知义务的调整首先从英国法院开始。英国有判例认为，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
第１８条中的 “主动告知义务”，应受到 “弃权”理论的制约。也就是说，如果被保险人给

予保险人足够的信息，使得谨慎的保险人有必要对被保险人作出询问，保险人就应该作出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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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欺诈性索赔，我国海商法第２４２条仅对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这种严重的欺诈性索赔作了规定。保
险法第２７条对故意制造、虚构保险事故和提供虚假证据等欺诈索赔作了规定。针对迟延赔付，保险法第１１４
条规定：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和本法规定，及时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

如法国１９９６年保险法第 Ｌ１１３－２条。
德国 ＤＴＶＡＤＳ２００９以及２０１３北欧海上保险方案 （ＮｏｒｄｉｃＭａｒｉｎ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Ｐｌａｎ，ＮＭＩＰ） （最新版为 ２０１６）皆
采取主动告知模式，二者被普遍认为具有 “类似于”立法或 “准立法”的效力。ＮＭＩＰ基于１９９６年挪威海事
保险方案 （最新版为２０１０）制定。在挪威，基于历史和实践的原因，海上保险被认为具有相较于其他保险明
显的特殊性，应当由立法单独调整。据此，在随后的挪威保险合同法 （ＩＣＡ１９８９）以及相应的立法准备文件
（在北欧国家中这是常见的法律渊源之一）中，通过类似 “准用性规范”的条文允许有关海上保险的内容进

行单独规定，甚至背离挪威保险合同法 （责任保险例外）。ＮＭＩＰ（当前版本不包括有关再保险和保赔保险
（Ｐ＆Ｉ）的规定）在挪威的历史要远早于挪威保险法和现代挪威海商法。
本文引言所提及的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４年海商法修改软科学研究项目中，两个修改建议案皆维持现行海商法中的
“主动告知”模式不变。但在英国２０１５年保险法改革之后，理论界也出现了与我国保险法相一致的 “询问告

知”（参见王金玉：《海上保险合同无限告知义务的价值分析 》，《法学杂志》２００９年第 １１期，第 １３９页）
和类似于英国法的 “主动告知与询问相结合” （参见郑睿：《论英国海上保险合同告知义务之演进与立法启

示》，《中国海商法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３７页）两种意见。



此种询问。如果保险人未能做到，就不能以此类信息未能披露为由寻求救济。〔８０〕该判决的

合理性在于，保险单持有人虽然掌握事实，但保险人却了解哪些事实相关，为有效完成投

保程序，保险人必须承担评估所告知的信息以及进一步询问的角色。基于英国法院前期的

判决以及２０１５年保险法起草过程中对告知义务模式的调研，英国 ２０１５年保险法最终对告

知义务进行了改变，在第二部分使用 ７个条文详尽规定了被保险人的 “合理陈述义务”

（ｄｕｔｙｏｆｆａｉ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保险人在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的履行方面必须紧密配合：被保险

人仍应该将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重要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或者，如果未尽到上述要求，

被保险人应告知保险人充分的信息以使谨慎的保险人能注意到其需要进一步询问被保险人

以揭示这些重要情况。〔８１〕即采用了 “有限度的主动告知义务”的模式。

　　英国２０１５年保险法所采模式的实质，是增加了保险人一定限度的询问义务，并以被保

险人的 “合理查询”义务相平衡。〔８２〕这可以视为 “主动告知”和 “被动告知”之间的折

衷。英国保险改革法案本来不乏反对的声音，但其最终能够在英国议会获得通过，说明保

险法改革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大卫·哈泽尔 （ＤａｖｉｄＨｅｒｔｚｅｌｌ）在立法听证会上关于保险法草案

的内在价值取向的阐述说服了议员——— “我们这些提案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是要全面提升保

险市场参与人的专业化”；〔８３〕也说明英国财政部所指出的修法目的获得了立法议员的认

可——— “草案的目的是使这些领域 （告知和陈述、保证及其他术语以及欺诈性索赔）的成

文法框架实现现代化，并使之与现代英国保险市场最好的实务操作相一致”。〔８４〕

　　英国法律委员会关于告知义务立法的改革可能是成功的，但这并不等于我国海商法或

保险法必须借鉴。尽管我国早已是世界上第三大保险市场，但英国保险市场中投保程序的

专业化却远非我国能比。表面上，我国保险市场中的投保业务逐渐像英国一样由经纪人、

代理或者销售公司来完成，但似乎价格和承保范围等表面环节更受关注，深层次的风险管

理和保费精算却在投保程序中严重缺位。因此，英国保险法的改革内容能否适于我国保险

市场的实务操作现状，能否促进我国保险市场参与人员的专业化，尚有疑问。

　　从对 “中国裁判文书网”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的司法案件统计结果和我国海事法院自 ２０１３

年起上网的２５份有关诚信和告知义务的生效判决的研判结果看，我国司法实践中依诚信原

则解释出来的订约阶段的义务标准比英国法宽松。２５份生效海事判决中，被保险人按照投

保单的内容如实填报相关信息后，保险人认为被保险人未告知相关信息的主张无一获得支

持，判决理由主要是保险人未完成举证责任以及保险人作为更专业的一方应该对其认为重

要的信息进行询问。也就是说，我国法院对于被保险人是否尽到告知义务的认定标准并不

严苛，也不认为保险人可以 “坐等”被保险人的无限告知而无任何询问义务。此外，对

·０８·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ＷＩＳＥ（Ｕｎｄ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ｇｅｎｃｙ）Ｌｔｄｖ．Ｇｒｏｕｐ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ＳＡ，［２００４］ＥＷＣＡＣｉｖ９６２，［２００４］２ＡｌｌＥＲ６１３．
参见英国２０１５年保险法第４条第３款。
英国２０１５年保险法第４条第６款规定了推定被保险人 “应当知道”的 “合理查询”情形： “不论是否是个

人，经过合理查询就能合理揭示的信息 （不论查询是通过询问或其他任何方式进行），视为被保险人应当知

道的情况。”

Ｐａｇｅ７ｏｆ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ｂｉｌｌ［ＨＬ］，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ｂ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ｕｂｌｉｃＢｉｌ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ｂｙ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
Ｌｏｒｄｓ，２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ｕｋ／ｐａ／ｌｄ２０１４１５／ｌｄｓｅｌｅｃｔ／ｌｄｉｎｓｕｒ／８１／８１．ｐｄｆ．
Ｐａｒａ．１０ｏｆ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Ｎｏｔｅｓｏｆ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Ｂｉｌｌ［ＨＬ］ａ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ｉｎ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Ｌｏｒｄｓｏｎ１７ｔｈＪｕｌｙ２０１４［ＨＬＢｉｌｌ
３９］，ｈｔｔｐ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ｕｋ／ｂｉｌｌｓ／２０１４－１５／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７年全国海上保险业务排名靠前的１０家保险公司的实践操作环节的调研也表明，以下三
个层面的结果值得关注：

　　１．保险人并非完全等待被保险人的主动告知，也采用询问、沟通和填写问题单的方式
来表达对于投保标的信息的关注，形成了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诚信合作。在实务的订

约流程中，投保人通常会将投保标的和投保意向等信息通过各种方式发给保险人 （核保部

门）询价 （如招标文件或询价邮件），甚至一些简单的业务仅经口头沟通后便直接投保。保

险人接到询价后，在报价之前需审查对其告知的信息是否满意。如果对其中的信息有疑问

或需进一步澄清，保险人会询问关于标的风险状况的相关问题。

　　２．保险人对于告知的要求及标准与被保险人的业务规模以及可信任度存在关联。核保
人不仅要管控风险，还要兼顾险种的市场经营，并定期根据盈亏报表调整经营思路。因此，

在市场压力下，核保人针对小规模的零担客户报价会比较严格，表现为约定特别条款和比

较全面的询问，但是针对平台客户或物流园项目等则仅仅询问年保费规模、出单货物种类

等，核保系统会留给保险代理人或相关平台一定的自动核保权限，或采取预约保险协议的

形式，不需要被保险人在订约阶段告知较多的信息。

　　３．调查问卷的使用缘于保险人对于关键风险因素的重点关注。海上保险中的船舶险、
物流责任险、码头责任险以及为适应市场而开发的新险种，通常被列为高风险的险种，其

核保程序采取传统的、严格的 “一船一单一报价”、 《客户调查问卷》或 《标的风险调查

表》的方式，由被保险人申报，再根据申报内容报价，进行相关特别约定。而对于一般的

货物保险，其订约阶段的告知或询问程序则相对简化。虽然主观上并非为了减轻被保险人

的告知义务，但客观上有助于被保险人履行其告知义务。〔８５〕

　　从以上对实务操作的调研可知，尽管海商法第 ２２２条第 １款通常被解读为 “无限而主

动的告知”，但是保险的实务操作并不存在一个始终由被保险人 （投保人）主动进行无限告

知的程序，保险人的询问已经构成投保程序不可或缺的部分。此种主动告知与辅助询问相

结合的模式，一方面避免了保险人承保地位的滥用，另一方面也在标的本身的特殊性导致

保险人询问不足时，将被保险人的充分告知设置为兜底义务。当前，我国保险人对于被保

险人诚信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表示严重关切。从对国内法院公开判决的保险欺诈刑事案件

的统计结果看，被保险人的诚信状况依然堪忧，况且尚有数量巨大的欺诈未遂的案件未进

入统计。〔８６〕尽管统计结果中海上保险的欺诈案件数量很少，但这并不能归因于海上保险中

被保险人的诚信程度更高。尽管对国内保险公司的调研结果显示其原因复杂而综合，但至

少有两点不容忽视：一是，海上保险理赔程序中引入专业第三方公估机构的勘验和评估，

以及公估机构对于保险公司委托的业务非常看重；二是海上保险更高程度的告知义务标准

对于被保险人的阻吓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诚信程度较高的英国也不乏保险欺诈的案件发

生。《英国保险欺诈小组终期报告》（２０１６年１月）显示，保险欺诈平均每年给每个保险单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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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８６〕

以上内容，源自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 （中国）有限公司、中远海运

财产保险自保有限公司的问卷调研。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间，保险欺诈案件涉及８９家保险公司，案件总数为 ３０５件，其中人身保险和车辆保险占比为
７３．１１％，其他财产保险案件为２６．５６％，而海上保险 （船舶建造险）案件仅为１件，占０．３３％。



持有人造成５０英镑的损失，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总共超过３０亿英镑。其中，虚假陈述、未

能告知相关信息和滥用合同地位都被英国保险人协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ｒｉｔｉｓｈＩｎｓｕｒｅｒｓ）列为欺

诈的情形。〔８７〕因此，以科学的法律机制来消减保险欺诈或保险标的的损失，仍是当下全球

保险市场操作的执着追求。而我国海商法所规定的兜底性义务，实际发挥了安全阀的功

能———违反告知义务的严重后果将起到对不够诚信的被保险人的阻吓作用。

　　虽然我国海商法要求被保险人承担 “主动告知义务”，但对告知的范围和标准设定了限

制条件。海商法第２２２条第２款规定，保险人在通常业务中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不需要

告知，〔８８〕而根据该条第１款规定，被保险人虽然掌握该信息，但主观上不知道该信息会影

响保险人是否愿意接受投保的情形也无需告知。〔８９〕即使被保险人对于重要情况的判断有失

误而未能告知，海商法第２２３条仅就被保险人故意不告知重要信息的情形设定了较为严厉的

后果：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退还保险费，且不赔偿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造成的

损失。对于非故意造成的未告知，保险人虽然有权解除合同或者要求相应增加保险费，但

要免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的损失赔偿责任，保险人要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一是

该事项属于被保险人 “知道”或 “应当知道”的 “重要情况”；二是未告知或者错误告知

的重要情况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

　　总之，从我国保险市场的实务操作看，我国并未出现 “信息倾倒”或者 “保险人滥用

合同地位”的突出现象，海商法中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尚能回应实践中的争议。尽管近年

来我国海上保险实务操作与英国海上保险市场有更多的相通之处，但依然存在巨大的差异。

我国海商法修改所要针对的应该是立法与我国保险市场实务操作相脱节的情况。既然保险

实务调研的结果显示海商法中的告知义务规定尚未对实践形成明显的制约，那么告知义务

制度在当前阶段尚不需要立即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同时，英国 ２０１５年保险法中 “公平陈

述”是一个传统保险法的 “告知义务”与合同法的 “陈述”相融合的订约前信息披露机制，

海商法现有的条文框架结构在借鉴该制度时具有先天的困难。但是，为避免对 “主动告知”

作出等同于 “保险人可以坐等被保险人无限告知”的字面化曲解，我国海商法可以对被保

险人 “无需告知”的事项作出进一步补充：“如果被保险人已向保险人告知的信息足以令一

个谨慎的保险人意识到有必要进一步询问相关情况，则保险人应该负有相应的询问义务”。

结　语

　　对于最大诚信而言，英国２０１５年保险法堪称继 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之后的第二次重大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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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８８〕

〔８９〕

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Ｆｒａｕｄ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ｐ．３，ｐ．８１，ｗｗｗ．ｇｏｖ．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ｕｒ
ａｎｃｅ－ｆｒａｕｄ－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英国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第１８条 （３）（ｂ）规定的除外情况可以分为三种：（１）保险人知情；（２）保险人应
当知情；（３）推定保险人知情。
第２２２条第１款规定的 “重要情况”，在保险立法中难以界定，即使英国１９０６年海上保险法及英国判例法对
于 “重要情形”也没有给出明确的指导。在 Ｐａｎ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ＬｔｄｖＰｉｎｅＴｏｐ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Ｌｔｄ（［１９９５］１
ＡＣ５０１）案中，上诉法院确认重要情形属于对谨慎的保险人在评估风险时对其思考有影响的那种情形，该情
形不要求对接受风险和确定保险费有决定性影响。此案也确立了 “诱导标准”，在该检验标准中，已经不需

要假定一个谨慎的保险人，而是依案件中真实的保险人而定。



立法转折，其改良了 “违反诚信义务即可宣告合同无效”的单一规则模式，开启了诚信原

则与告知义务等具体义务规则相结合的保险诚信制度新篇章。尽管改革后最大诚信作为指

导性解释原则的法律效果有待普通法司法实践进行检验，其与我国保险法下的诚信原则在

法律漏洞补充、裁判规则创造等功能方面具有基于不同法系的细微区别，而告知义务等具

体义务规范也因为立法体例与实践操作的不同与我国保险立法存在较大差异，但此种 “原

则 ＋规则”模式所隐含的法律思想和制度内涵却与我国保险法以及海商法呈现出趋同性。
在当前保险法和海商法的诚信原则以及相关告知义务的具体规则尚未落后于海上保险实践

的背景下，重构海上保险诚信制度的时机尚不够成熟。保险理论及实务界中长期以来存在

的认为我国保险法或海商法中一直遵循 “最大诚信原则”的理论，对我国保险法和海上保

险立法中诚信义务法律内涵的解释与完善造成了困扰。保险法中的诚信的内涵及定位并不

复杂，与一般商业合同法相比，其可以被解释为 “高标准的诚信”。在此基础上，我国海商

法可以考虑对具体告知义务的限定条件进行补充，而欺诈性索赔和迟延赔付等对我国海上

保险与其他商业保险普遍适用的义务适宜在保险法中进行完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ｅｎａｃ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Ａｃｔ２０１５（ｔｈｅＡｃｔ）ｍａｒｋｅｄｔｈｅ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ａｎｅｗｅｒａｆｏｒ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ａｗ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Ｍｏｒ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ｅＡｃ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ｒｅｇｉｍｅｆｏｒｔｈｅｏｂｌｉｇａ
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ｂｙ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ｆｒｏｍ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ｒｕｌｅｓｏｆ
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ｐｐｅａｒｓｔｏ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ａｗ
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ｕｌｅｓｏｆ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ｅｖｅｒ，
ｕｐｏ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ｆｏｒ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ｕｎｄｅｒ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ｗｓｉｓ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ａｎｄｅｖｅｎ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ｕｎｄｅｒ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ｓｙｓｔｅｍ，ａｓ
ｗｅｌｌａ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ｌａｗ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ａｒｉｓｅｓｎｏ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
ｗｏｒｄ“ｕｔｍｏｓｔ”ｉｎｔｈｅ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ｔｍｏｓｔ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ｕｎｄｅｒ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ｗｓ，ｂｕｔ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ａｔ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ａｒ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ｏｆ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ｔｏｔｈｅｍｕｔｕ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ｏｆ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ｏｎｉｔｓ
ｏｗｎ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ｓｕｒｅｄ．Ｔｈｉｓｓｐｅ
ｃｉｆｉｃｄｕｔｙｏｆ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Ａｃｔｉｓ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ｔｈｅｄｕｔｙｏｆ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Ｍａｒ
ｉｔｉｍｅＬａｗ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ｕｒｔｓａｒｅｎｏｔｖｅｒｙｓｔｒｉｃｔｏｎ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ｉｎｓｕｒｅｄｈａｓ
ｆｕｌｆｉｌｌｅｄｔｈｅ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ｓｃｌｏｓ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ｌｓｏｎｏ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ｉｎｕｎｄ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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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保险的最大诚信：制度内涵与立法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