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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hackers, computer viruses and cyber crime seriously threatening information security, users’ 
loss or damage caused by network security will be more probable. As an emerging risk manage-
ment mode, cyber-insurance has been draw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both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community and becoming an exploration of network economical time. Cyber-insurance 
is a kind of insurance that a policy-holder pays certain premium to insurance companies in return 
for compensation when network security breaks out. Because usual protection measures could 
never eliminate risk, cyber-insurance is an effective tool to transfer the remaining risk of infor-
mation system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background of cyber-insurance. The important research 
areas such as self-defense investment incentive, correlated risk, interdependent security, infor-
mation asymmetry, as well as the cyber-insurance market are summarized. Finally, the paper dis-
cusses possible directions and challenges of cyber-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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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网络黑客、电脑病毒、计算机犯罪严重地威胁着网络信息的安全，网络信息安全问题给用户带来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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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可能性就越大。网络安全保险作为一种新的网络安全风险管理方式得到了学术界和产业界越来越多

的关注，成为网络经济时代的一个新亮点。网络安全保险是指投保人因使用互联网络而遭遇网络安全问

题，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保险人负责赔偿的一类保险。由于通常的网络安全防护措施不能完全消除风险，

因此网络安全保险是一种转移信息系统安全剩余风险的有效工具。该文对网络安全保险的产生背景进行

了介绍，总结自我安全防御投资激励、安全依赖性与风险相关性、信息不对称性和网络安全保险市场重

要研究内容，并最后指出网络安全保险的未来发展趋势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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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安全保险(cyber-insurance)是一种新形式的网络安全风险管理方式，把网络用户的风险转移给网

络安全保险公司；网络安全保险公司向购买网络安全保险的网络用户收取保险费；网络用户由于发生网

络安全事件遭受的损失则由网络安全保险公司负责赔偿。 
网络安全保险的研究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 Lai 等人[1]提出在分布式系统中使用数字现金进行风险分

担开始。其产生原因是，长久以来，尽管学术界和产业界都研究并开发了许多先进的、用于检测各种网

络攻击的网络安全工具和技术，但是实现理想的网络安全保护仍非常困难。具体表现在：1) 网络攻击类

型的日益多样化导致设计出完美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较为困难。当前，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攻击工具

更加专业、易用，因此攻击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从而导致了设计出完美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较为

困难。2) 搭便车问题导致网络用户的自我安全防御投资不足。网络用户为提高自身网络安全性购买网络

安全产品，在网络安全产品方面做出的投资称为自我安全防御投资。自我安全防御投资行为会产生搭便

车问题，即其他用户可以不付成本而坐享他人之利，从而造成网络整体的安全防御投资不足。3) 信息不

对称性导致安全防御功能多、价格高的网络安全产品逐步退出市场。在网络安全产品供应商和网络用户

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性，也就是供应商对网络安全产品质量的了解比网络用户更清晰，从而导致网络用

户不了解网络安全产品的真正价值、只愿意付出平均价格购买网络安全产品。进一步导致安全防御功能

多、价格高的网络安全产品逐步退出市场。鉴于以上三个问题，研究人员认为由于通常的自我安全防御

技术不能完全消除风险，因此网络安全保险是一种转移信息系统安全剩余风险的有效工具[2]。 
目前，网络犯罪已令全球经济每年损失接近 4450 亿美元，网络风险已经成为企业的主要威胁之一，

且势头强劲[3]。尽管网络安全保险作为一种新形式的网络安全风险管理方式有着良好的前景，但是当前

的网络安全保险机构较少，而且市场竞争也不激烈。这是由于网络安全保险的发展过程中充满着许多不

确定性因素，因此网络安全保险研究面临着诸多问题。企业或者个人用户在做出网络安全保险投资决策

时需要进行全面而且深入的考虑。 
本文主要对网络安全保险的研究现状、研究内容进行介绍分析，指出网络安全保险的未来发展趋势

和挑战。首先，介绍网络安全保险的国内外研究发展现状；其次，介绍自我安全防御投资激励、安全依

赖性与风险相关性、信息不对称性和网络安全保险市场重要研究内容；最后，指出网络安全保险的未来

发展趋势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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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络安全保险研究内容 

网络安全保险就是对网络安全的不确定性进行保险。一般的商业保险并不承保网络损失，而网络安

全保险则是针对网络经济的特定风险所设计的新险种[4]。用户购买网络安全保险，就等同于他与网络安

全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契约。购买保险是保证用户网络寿命的最后一着，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目前，网络安全保险研究的关键问题包括：信息不对称性、安全依赖性和风险相关性、自我安全防

御投资激励以及网络安全保险市场。信息不对称性是所有保险的固有特征。安全依赖性和风险相关性是

网络安全保险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保险的特征。理想的网络安全保险契约保证网络安全保险公司利润、提

高网络安全保险市场运行效率、进一步保证网络安全保险业务的快速增长。因此网络安全保险契约设计

需要同时考虑信息非对称性、安全依赖性和风险相关性三个问题。通过网络安全保险内部化信息系统安

全的负外部性，能够激励自我安全防御投资，从而改善企业和社会福利。 

2.1. 自我安全防御投资激励 

网络安全保险的产生最初来源于用户自我安全防御投资引起的网络外部性问题，即网络外部性导致

用户自我安全防御投资较少，无法达到社会有效水平。因此，在网络外部性问题存在的情况下，如何激

励用户自我安全防御投资达到社会有效水平从而提高网络整体安全性成为挑战性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Lelarge 和 Bolot [5]为用户自我安全防御投资产生的网络外部性建模，说明在自

我安全防御机制水平较低的前提下，如果网络中的一部分用户做出自我安全防御投资，就会引发自我安

全防御投资的级联效应，即其他用户进行自我安全防御投资，从而整体网络安全性得到提高。在 Lelarge
和 Bolot [6]的另外一项研究工作中，他们提出适用于单个实体的简单模型和适用于多个实体的一般模型，

说明了经济理性的实体倾向于选择较不安全的系统的原因和网络外部性对自我安全防御投资的影响，论

证了用户自我安全防御投资和网络安全保险投资在维护互联网安全性方面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证明了

网络安全保险费与自我安全防御投资数额是负相关关系以及在网络安全保险公司和网络用户之间信息对

称情况下，网络安全保险能够激励网络用户自我安全防御投资，从而缓解网络外部性问题。顾等人[7]考
虑通过网络安全保险内部化信息系统安全的负外部性，设计存在负外部性前提下的网络安全保险契约。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含有一定的保险免赔额的网络安全保险可以激励信息系统自我安全防御投资。 
Naghizadeh 等人[8]研究垄断型网络安全保险市场对网络用户自我安全防御投资的影响并分析网络安

全保险市场中用户的参与自愿性，把垄断型网络安全保险公司设计成保险监管机构，提出非强制性保险

方案激励自我安全防御投资达到社会最优水平。Pal 等人[9]提出非合作博弈下的用户个体最优自我安全防

御投资选择与合作下的社会最优自我安全防御投资选择数学框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足额保险情形

下非合作用户自我安全防御投资低于合作情形下的用户自我安全防御投资水平以及部分保险比足额保险

更能够有效激励非合作用户的自我安全防御投资，从而提高用户个体和社会整体福利。Hayel 等人[10]认
为通过网络安全保险激励自我安全防御措施的采用能够提高网络用户安全性，从而降低网络用户被黑客

成功入侵的概率，并提出包含了网络用户、黑客和网络安全保险公司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的网络安全保

险模型。 
Laszka 等人[11]指出网络安全保险的特殊性在于软件一元化导致攻击者可以利用软件漏洞进行大规

模破坏，从而给保险公司带来巨大负担。作者研究通过保险公司提高软件的安全性，提出适用于垄断型

保险公司的供需模型和启发式投资策略。验证了安全防御投资能够降低单一风险并提高网络安全保险利

润。Srinidhi 等人研究[12]企业资源有限情况下的投资分配，提出面向企业生产性资产和网络安全资产的

最优投资分配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保险能够帮助企业快速积累生产资本，并抵消管理者和投资者的利

益不一致造成的负面影响；大的保险保障范围有利于小型企业加速资本积累，并促进大型企业的自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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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防御投资。 
另外，在某些情况下，网络安全保险无法促进自我安全防御投资。顾等人[7]验证了传统的网络安全

保险不能促进企业信息系统自我安全防御投资，一定的保险免赔额能够激励企业投资于自我安全防御。

Lelarge 等人[5]的研究结果表明道德风险阻碍自我安全防御投资，提出设计具有针对性的保险条款规避道

德风险问题，比如对那些采取自我安全防御措施的被保险人进行奖励。 
我们把上述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ummary of approaches with self-defense investment model 
表 1. 自我安全防御投资文献总结 

条件、分析方法和结论 
相关文献 

[7] [9] [8] [10] [6] [5] [12] [11] 

市场类型 - 竞争 垄断 - - 竞争 垄断 - 

保险公司利润 - - 0 0 - 0 0 非零 

保险类型 部分 完全 部分 部分 部分 完全 完全 完全 完全和部分 

风险相关/安全依赖 √ √ - × √ √ √ √ 

信息不对称 × - × 道德风险 - - 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 

节点同质 √ √ √ √ √ √ × √ 

强制性保险 × × × × √ × √ × 

数学方法 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 零和博弈 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 

激励自我防御投资 √ √ √ √ √ √ √ √ √ 

2.2. 安全依赖性和风险相关性 

安全依赖性与风险相关性密不可分。风险相关性是指蠕虫、僵尸等具有传播特点的计算机病毒一旦

感染了网络中的一台主机，就会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网络中的其他主机上，从而造成更广泛的危害。风

险相关性导致安全依赖性，即网络中某台主机的安全性不仅依赖于自身的安全性水平也依赖于网络中其

他主机的安全性水平，乃至网络整体安全性水平。在网络安全保险中，要首先确定用户发生网络安全事

件的概率，才能确定网络安全保险费。 
在安全依赖性研究方面。Srinidhi [12]指出安全依赖性导致企业信息安全管理策略也具有相互依赖性

的特征，从而使得网络安全防御更复杂。作者使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安全依赖性对自我安全防御投资和网

络安全保险投资的影响，提出提高企业信息安全性的策略。Lelarge 等人[5]认为安全依赖性导致网络用户

被黑客成功入侵的概率不仅依赖于用户自身的安全性水平还依赖于网络平均安全性水平，建立了用户被

黑客成功入侵的概率模型，论证了安全依赖性导致自我安全防御投资产生用户搭便车问题，进一步导致

用户个人安全性水平低于社会最优安全性水平。 
在风险相关性研究方面。Naghizadeh 等人[8]指出信息安全风险相关性导致企业信息安全投资效率低

下，提出使用网络安全保险促进企业信息安全投资实现最优的方法。Gu 等人[7]使用定量化模型研究风险

相关性对企业信息系统安全投资的影响，证明了风险相关性较小时，企业自我安全防御投资水平随企业

潜在安全损失的上升而增大，提出政府补贴企业自我安全防御投资协调企业风险管理的决策，从而改善

企业安全水平并提高社会福利。 
综上所述，安全依赖性和风险相关性是网络安全保险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保险的特征，影响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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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费的制定。准确地评估安全依赖性和风险相关性对用户发生网络安全事件造成的影响将使得网络安

全保险费制定更科学精准，有助于提高网络安全保险保障水平。 

2.3. 信息不对称性 

信息不对称性是保险的固有特征。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发生在当事

人签约之后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道德风险。理想的网络安全保险契约保证网络安全保险公司利润，提高网

络安全保险市场运行效率，进一步保证网络安全保险业务的快速增长。网络安全保险契约设计需要考虑

信息不对称性问题。 
 
Table 2. Summary of approaches with adverse selection model 
表 2. 逆向选择文献总结 

条件、分析方法和结论 
相关文献 

[13]  [9]  [14]  [15] 

市场类型 竞争 垄断 竞争 竞争 竞争 

保险公司利润 0 非负 0 - 非零 

保险类型 - 完全 完全 部分 完全和部分 

风险相关/安全依赖 √ √ √ √ √ 

节点同质 × × × × × 

强制性保险 非强制 强制 非强制 非强制 - 

数学方法 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 瓦尔拉斯均衡 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 

激励自我防御投资 × √ × × - 

 
在逆向选择研究方面，Schwartz 等人[13]证明了逆向选择会降低网络安全保险市场的交易效率，并最

终导致网络安全保险市场消失。为了缓解逆向选择对网络安全保险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Hofmann [14]提
出设计不同价格的网络安全保险产品的方法。也就是说，网络安全保险公司根据投保人的自我安全防御水

平设计不同类型的网络安全保险产品，比如自我安全防御水平高的投保人享受保费折扣价。Pal 等人[15]提
出一种基于自我安全防御投资数额和网络外部性的比例的网络安全保险契约设计方法，从而使得不同风险

类型的网络用户自愿选择不同类型的网络安全保险契约；证明了纳什均衡下网络用户的自我安全防御投资

与其特征向量中心度成正比，并提出了一种基于拓扑位置的网络安全保险合同设计方法。在 Pal 等人[9]的
另外一项研究工作中，他们研究逆向选择对竞争型网络安全保险市场和垄断型网络安全保险市场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混同合同在两种类型的市场中无法激励用户自我安全防御投资，从而保险无法提高网络安

全性；分离合同在垄断型保险市场中能够激励用户自我安全防御投资，从而提高网络安全性。 
上述研究的归纳总结如表 2 所示。 
在道德风险研究方面，Yang 和 Lui [16]论证了道德风险存在时，完全保险和部分保险都无法激励用户

的自我安全防御投资。Schwartz 等人[17]针对竞争型网络安全保险市场中的道德风险进行了研究，论证了

道德风险导致竞争型网络安全保险市场失灵以及不存在道德风险时，网络安全保险能够提高用户福利但无

法提高用户安全性。顾等人[7]说明了免赔额条款能够规避道德风险问题，证明了企业在含有保险免赔额的

情况下的自我安全防御投资额大于在保险全覆盖下的自我安全防御投资额。Hayel 等人[10]利用领导者–跟

随者博弈模型处理道德风险问题。其中，投保人在签约后选择行动(如采取自我安全防御措施或者不采取自

我安全防御措施)，保险人不能直接观测到投保人的行动本身但是能够间接观测到投保人的行动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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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道德风险导致网络安全保险市场运行效率下降问题，我们[18]对网络用户道德风险条件下的最优

网络安全保险契约模型进行了研究，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建立此类保险契约分析模型并对其性质进行了讨

论。证明了存在道德风险时，最优网络安全保险契约要求部分保险，最优网络安全保险费小于网络安全

事件造成损失的期望值。 
上述研究的归纳总结如表 3 所示。 

 
Table 3. Summary of approaches with moral hazard model 
表 3. 道德风险文献总结 

条件、分析方法和结论 
相关文献 

[10]  [17]  [16]  [7]  [18] 

市场类型 垄断 竞争 竞争 竞争 竞争 

保险公司利润 - 0 - - 0 

保险类型 部分 部分 部分 部分 部分 

风险相关/安全依赖 √ √ √ √ √ 

节点同质 × √ × × × 

强制性保险 强制 非强制 非强制 非强制 非强制 

数学方法 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 贝叶斯均衡 贝叶斯网络博弈 纳什均衡 

激励自我防御投资 √ × √ √ √ 

2.4. 网络安全保险市场 

2.4.1. 完全竞争型网络安全保险市场 
在完全竞争型网络安全保险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网络安全保险公司。每一家网络安全保险公司都

能够提供同质无差异的网络安全保险商品，所有公司都是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价格的制定者。任何一

个新加入市场的保险公司都无法向投保人提供比市场中已经存在的保险商品价格更优惠的保险商品。 
 
Table 4. Summary of approaches with perfect competitive network security insurance market model 
表 4. 完全竞争型网络安全保险市场文献总结 

条件、分析方法和结论 
相关文献 

[20]  [16]  [11]  [19]  [9] 

保险类型 完全和部分 完全 部分 完全和部分 完全和部分 完全 

风险相关/安全依赖 √ √ √ √ √ √ 

保险公司利润 零 零 零 零 零 零 

信息不对称 × 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节点同质 √ √ √ × √ × 

强制性保险 × × × × × × 

数学方法 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 

市场有效 √ × √ - √ √ 

激励自我防御投资 × × √ × × × 

社会最优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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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分析完全竞争型网络安全保险市场的文献进行了归纳总结，如表 4 所示。其中，Schwartz 和

Sastry[19]的研究结果表明，投保人满足同质性条件时其个人最优安全水平能够达到社会最优安全水平；

然而 Ogut 等人[20]在相同前提条件下却未得到该结论。我们认为这是两项研究中的网络规模不同导致的。

另外，在完全竞争型网络安全保险市场中，投保人和网络安全保险公司之间存在信息非对称问题时，网

络安全保险无法激励投保人的自我安全防御投资。因此，网络用户在参加保险条件下的自我安全防御投

资水平不高于没有参加保险时的自我安全防御投资水平。而且相对于自我安全防御投资，网络用户更愿

意选择网络安全保险方式。这是因为网络安全保险保证用户安全性的同时还能够减少其损失。 
Yang 等人[18]和 Ogut 等人[20]研究了网络安全保险激励自我安全防御投资的前提条件，并且进行了

理论证明和实验验证。其不同点在于，前者假设投保人的自我安全防御投资水平为离散型变量，并使用

随机图模型为投保人的互联方式建模；后者假设投保人的自我安全防御投资水平为连续型变量，并使用

完全图模型为投保人的互联方式建模。 

2.4.2. 非完全竞争型网络安全保险市场 
完全竞争型网络安全保险市场分析较为简单，但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网络安全保险市场通常是

非完全竞争型的。由于网络安全保险公司需要满足被保险人的索赔要求、保证运营成本并且避免破产，

因此网络安全保险公司需要赚取利润。 
Shim [21] [22] [23]针对非完全竞争型网络安全保险市场中，投保人的自我安全防御投资造成的网络

外部性进行了研究，并为网络外部性建模，说明了攻击类型与网络外部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针对非目标性攻击的自我安全防御投资导致正外部性，而针对目标性攻击的自我安全防御投资导致负外

部性。在这两种情况中，网络安全保险都无法激励自我安全防御投资。 
Lelarge 等人[5]、Pal 等人[9]和 Ogut 等人[20]的研究结果表明非完全竞争型网络安全保险市场中存在

信息不对称问题时，保险无法激励自我安全防御投资。从而投保人的个人最优安全水平无法达到社会最

优安全水平，并且个人最优福利也无法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时的水平。针对该问题，Pal 等人[15]提出强

制性网络安全保险方案，并建议政府参与网络安全保险规则的制定。我们认为在非完全竞争型网络安全

保险市场中，如何使用保险激励自我安全防御投资使投保人的个人安全水平和福利达到最优水平，并且

保证网络安全保险公司的利润是进一步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综上所述，网络安全保险市场作为网络安全保险产品交易的场所对网络安全保险业务的发展起着决

定性作用。正确分析和认识网络安全保险市场状况将有助于针对保险市场的特点采取相应的网络安全保

险发展策略，推动网络安全保险市场的全面健康发展。 

3. 网络安全保险研究展望 

目前，网络安全保险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作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未来网络安全保险研究的

问题与方向，主要包括： 
1) 面向动态 IT 环境的网络安全保险 
某些 IT 技术(比如云计算、社交网络、移动计算、物联网等)的环境是动态的。这种动态性不仅会影

响网络安全事件发生的概率而且增加了信息系统风险评估的困难性，从而使得网络安全保险变复杂。为

了在这种动态 IT 环境中使用网络安全保险保障用户的网络安全，网络安全保险同样需要动态化。动态化

的网络安全保险意味着网络安全风险分析和网络安全保险理赔服务流程两方面的动态化。比如，网络安

全保险公司把网络安全保险设计成一种供用户购买的在线服务。如果某企业需要长期网络安全保险保障

计划，那么该企业投资连续网络安全保险是最佳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在线购买的网络安全保险为

企业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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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针对信息不对称性的解决方案 
从本文第 2.3 节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信息不对称性不仅影响网络安全保险市场的交易效率而且降低

网络安全性。为了缓解信息不对称性造成的负面影响，网络安全保险公司一方面可以使用数字权利管理、

可信计算、访问控制和自动认证等 IT 技术提高被保险人的信息可信度，另外一方面可以与服务供应商合

作，也就是前者提供保险，而后者为前者安装监控系统。 
3) 基于用户安全水平的安全度量指标研究 
在目前的网络安全保险研究中，计算网络安全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都是基于研究人员自定义的安全

水平或者网络安全事件发生概率函数，而网络安全事件发生概率函数往往又依赖于研究人员自定义的安

全水平。但是，已有文献中都没有准确说明如何计算与安全水平有关的值。比如，网络用户初始财富、

遭受的经济损失、自我安全防御投资等。针对这些影响安全水平的安全度量指标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4) 建立统计数据的信息共享机制 
使用网络安全保险提高用户安全性是一个相对新的研究领域，国外目前处于理论研究阶段，国内这

方面的研究则更少。同时，由于缺乏大规模公开数据集，现有文献提出的模型和方法大都没有在数据集

上得到实验验证。另外，考虑到数据隐私安全问题，企业通常不会对外公开内部数据。针对统计数据缺

乏问题，需要设计激励机制促使企业对外共享内部数据，而非通过法律手段强迫企业对外进行数据共享。 
5) 网络安全事件损失量化方法研究 
准确量化网络用户由于发生网络安全事件而遭受的损失一直是安全风险评估中的难题。其原因一方

面在于收集 IT 信息系统数据非常困难，另一方面在于具体说明网络安全事件对用户造成的影响也非常困

难。因此，目前仍无损失量化的综合方法。 
6) 针对安全依赖性的解决方案 
2.2 节中指出，安全依赖性造成自我安全防御投资的外部性问题，从而降低网络用户自我安全防御投

资的积极性。Srinidhi 等人[12]说明尽管当前网络安全保险研究面临诸多挑战性问题，但是在一定条件下，

网络安全保险能够激励用户自我安全防御投资，从而提高网络整体安全性。目前，使用网络安全保险解

决由于安全依赖性而导致的网络用户自我安全防御投资积极性降低问题的方法大都以网络安全保险市场

信息对称为前提条件。因此，在缓解安全依赖性造成的负面影响方面，需要研究人员提出更通用的方法。 
7) 风险相关性多样化研究 
目前，风险相关性方面的研究工作大都集中在网络攻击的传播性特点导致的风险相关性方面，忽略

了其他原因导致的风险相关性。比如，集线器和网卡损坏产生的广播风暴同样会造成风险相关性问题。

而且 Hao 等[24]的研究工作表明，只有 17%的网络攻击具有风险相关性特点。文献[13]说明了针对不同原

因导致的风险相关性应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另外，如上所述，IT 环境多样化不仅会影响网络安全保险

也会造成不同类型的风险相关性，但是目前只有少数研究工作在研究风险相关性方面涉及到 IT 环境多样

化问题。 
8) 基于网络安全取证的网络安全保险研究 
服务供应商不仅有责任控制客户上网行为而且应该承担客户恶意行为给其他人造成的损失。但是目

前的网络安全保险理赔只涉及到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并未考虑到有可能实施恶意行为的被保险人的终端

用户。另外，从服务供应商利益出发，服务供应商可以与执法机构合作，积极协助执法机构的网络安全

取证工作。 
网络安全取证是网络安全保险公司赔偿被保险人损失之前的必要工作。然而，由于个人或者普通用

户占有资源有限而且发生网络安全事件后给其他人造成的影响相对较小，因此执法机构对于个人或者普

通用户的网络安全取证工作通常不重视。针对这个问题，需要更加简单方便有效的处理网络安全事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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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事故线索的方法。 

4. 结束语 

即使网络用户拥有了所有的网络安全防范措施，但仍不足以保证其网络安全。网络安全保险以其承

保投保人因网络的不确定风险，如黑客攻击、计算机系统遭受入侵等而造成的重要资料丢失、服务中断

和营业收入损失的方式减少了用户不必要的损失，为网络安全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因此，购买网

络安全保险成为保证用户网络寿命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本文首先对网络安全保险的国内外研究发展现状和核心概念进行了综述，然后针对现有研究成果，

介绍自我安全防御投资激励、安全依赖性与风险相关性、信息不对称性和网络安全保险市场重要研究内

容，最后分析网络安全保险在动态的 IT 环境、风险相关性多样化、网络安全取证等方面面临的挑战，从

而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我们相信，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技术的不断成熟，网络安全保险将会得

到快速发展，更好地为用户提供风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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