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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ole of mutual aid mechanisms of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safeguarding social stability in 
China's insurance services industry has not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 Insuranc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still lags behind the level of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difficult to cope with the impact of 
global intelligent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financial 
insurance and uncertaint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finance. It is still far away from the production and 
good life needs of the motherland and the people. 
Accurately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under the banking and insurance merger supervision 
mode, promote the micro-insurance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technology innovation, organizational 
system innovation and cultural awareness innovation, 
and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to adapt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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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of insurance internationalization. It also 
strengthens the supervision department to prevent 
innovation risks, protect and stimulate innovation, form 
new business development space and new profit growth 
points, achieve breakthroughs in the industrial value 
chain, promote growth industry path optimiz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improvement, strengthen national 
industrial safety, and adhere to the nature insurance of 
mutual aid. It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safeguarding the essence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surance servi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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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保险服务业互助共济的保障机制在促进经济增

长和保障社会稳定的作用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保险发

展创新还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难以应对全球智

能金融保险技术创新和国际经济金融不确定性的冲

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距离还很

远，发展面临巨大挑战。准确把握银保合并监管下保

险业发展演化的特征与趋势，促进微观保险主体风险

管理与保险的技术创新、组织制度创新和文化意识创

新，坚守保险保障本质，以创新推动产业价值链的突

破，形成新的业务发展空间和新的利润增长点，推动

产业增长路径优化和竞争力跃升，在适应保险国际化

趋势中提升产业综合实力，同时，强化偿付能力监管

089_RAC_100.indd   567 14/09/18   3:37 PM



568568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66

 

 

和防范创新风险，中国保险服务业可以实现新的突破

和全面升级。

关键词：产业发展特征与趋势；银行保险合并监管；

中国保险业

1. 引言

保险是金融体系的重要产业之一，不仅是社会经

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具有准公共品性质的基础设施，

而且在社会经济体系的消费、投资和进出口的稳定与

发展中发挥着“助推器”作用，还在社会经济系统的

和谐运转中起着不可缺少的“稳定器”作用。目前，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重要战略

转变期，以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为特征的“全球合作

共赢”、“创业创新”、“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等

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新常态。 

但是，保险与社会生产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距

离还很远，互助共济机理与保障机制在促进经济增长

和保障社会稳定的作用与地位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保

险业发展创新还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难以应对

全球智能金融保险技术创新和国际经济金融不确定

性的冲击，促进经济增长与稳定社会发展的作用有限。

因此，“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为经济转轨和社

会转型的国家发展战略服务”（保险业“新国十条”，

2014），以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能力”（党的十九大报告，2017）成为必然选

择。显然，现代保险服务业应当成为促进经济健康持

续发展，保障社会安定团结，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工具。从国家产业战略安全角度考

虑，坚守保险保障本质，全面审视银保合并监管模式

下保险业发展演化的特征与趋势，在银保合并监管下

探讨中国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健康发展之路是很有意

义的。 

2. 文献综述

风险是保险存在的基础前提，却不是保险产生的

直接动力。只有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物质

财富的丰富也达到一定水平，人类社会才有了互助共

济模式的保险萌芽，社会分工才逐渐细化，保险精算

技术出现与法律体系完善，才有了商业保险活动，进

而才慢慢有了保险业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刘茂山，

1987
［1］

）。因此，保险业是保险商品经济活动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资本、劳动、知识等生产要素

和非生产要素资源逐渐从其它行业部门中分离出来，

以风险处理为中心，专职分散风险，提供保障功能的

一种特殊行业(林宝清，1993
［2］

，刘茂山
[3]
,2000)。

保险发展是制度环境的产物（Skipper，1992
［４］

；

Robert W.Klein，1995
［５］

）。转型期中国保险业的

形成发展路径与保险制度和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关系极为紧密，是中国保险市场发展现实与历史结合

的必然选择。 

目前，保险增长与发展不协调的根源是保险结构

不良，而现象与根源却都是制度演化适应与市场博弈

的结果（郑功成，2015
［6］

; 宋平凡等,2017
［7］

）。在

现有银行保险混和监管制度文化环境路径下，总结保

险业的发展特征与演化趋势，抓好保险产业结构优化，

对于实现保险增长与发展同步和保险功能有效发挥，

积极推动保险服务于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国家战

略至为关键（王绪瑾，2017
［8］
；张忠平等，2017

［9］
）。 

3. 中国保险业发展演化特征

3.1. 全球创新冲击巨大，保障本质凸现

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

以及计算机网络与卫星通讯技术的广泛应用，互联网

（ internet）结合保险（ insurance）结合创新

（innovation）刺激了智能金融保险技术的创新步伐，

加快了金融保险的替代性融合，推动了金融保险资源

和金融保险产业资源的全球性流动与市场整合，加快

了世界保险业以结构优化升级为核心的保险资源争

夺和保险产业资源并购重组的一体化趋势。全球保险

业已进入了“寡头主导，大中小共生”的垄断竞争格

局的快速发展时期，一个保险资源和保险产业资源共

享的业务融合性统一的国际保险大市场正在逐渐形

成。保险资源和保险产业资源的跨国流动及其形成的

世界保险关系更加复杂，保险资源和保险产业资源已

成为国际保险关系的焦点。竞争力弱势的发展中国家

的保险资源和保险产业资源不断流失，不仅加剧了世

界保险发展与竞争态势的不平衡，而且金融主权与金

融安全受到强烈冲击。这是世界保险业主动顺应一体

化趋势而以保险资源开发利用和保险产业资源重组

并购为核心所做出的战略性结构调整的反映，也是金

融保险制度演化和市场博弈的产物。 

中国保险资源丰富，保险需求巨大，经过近 40

年来的快速稳健市场化发展，市场主体不断增多，产

品越来越丰富，已具备了良好的产业体系框架和初步

充满活力的市场结构。与之不匹配的是，风险管理与

保险技术仍然比较落后，保险组织制度与法律法规等

基础薄弱，民众风险意识与保险意识普遍不高，长期

非均衡的粗放发展模式，还没法让巨大的市场需求充

分表现出来，导致保险资源开发利用率较低，保险产

业资源使用效率不高，引起保险增长与发展相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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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保险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不相适应，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

适应，与全球经济金融自由化下的全面开放新形势和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在参与构建

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合理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有

效的社会矛盾疏导机制、科学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完善

的社会预警机制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还不充分。而这正

是应着力的方向。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与

“社会转型”的重要战略转型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迫切需要保险服务业的支持；保险先是发挥其“社会

稳定器”的功效，以其互助共济机理与保障机制服务

社会，然后便有“经济助推器”的作用。 

3.2. 市场集中度偏高与产业绩效不高并存

目前，我国整个保险行业市场结构已逐渐与世界

保险市场一致，即由高度垄断转变为群雄竞起的“寡

头主导，大中小共生”，但是，我国保险业由政府主

导市场化改革形成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不同于发达

市场化国家由市场自发形成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依

然较高的市场集中度，降低了市场机制基础性的资源

配置作用，阻碍了微观创新，形成了企业间无效竞争，

也导致了整个产业绩效较差。 

显然，高市场集中率也难以换取高利润率，两者

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相关关系，既有来自转型中的市

场体制和政府规制，也有市场结构缺乏竞争性和市场

行为不规范等非效率市场竞争的结果。在现有制度模

式下，希望单纯通过降低行业集中度和降低市场份额

的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绩效，并不能抑制市

场结构不合理和市场行为不规范的态势，难以使企业

真正以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管理目标。 

事实上，尽管费率市场化改革推动了保险市场集

中度的缓慢下降，但是，市场集中度的降低并未带来

行业绩效的同时改善，行业绩效和市场集中度、垄断

程度之间没有展示出明显的相关关系。市场结构之外

的其他因素所决定了行业绩效，企图想通过降低市场

集中度，降低市场份额等办法来提高行业绩效，常常

是难以实现的。而且，在保险公司开设、产品创新审

批、保险企业兼并、破产法规和完善的市场退出保障

机制等方面有较为严格的法律法规和政策限制，而在

企业规模和产品差别化方面则未形成明显管制和壁

垒，才会出现尽管非寿险费率已经全面市场化了，竞

争更加激烈，大公司并没有因综合优势赢得高利润和

高绩效。相反，在寿险的价格监管下，大公司也未能

从产品创新中获取高额利润。整个寿险行业的盈利能

力低，行业绩效呈现下降趋势，个别公司甚至还出现

亏损，行业规模的扩大是以利润率的降低为代价的。

而且，尽管寿险市场集中度比较高，大公司市场份额

很高，利润率也不高。 

3.3. 居民收支预期缺口大，有效需求不足

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居民消费结构和水平逐渐

由生存主导型向发展享受型转化升级，必然促进保险

需求增加。但是，我国保险市场的有效需求长期呈现

相对不足的特征，保险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

渗透和影响还不深。许多人逐渐有了一定的结余，为

何在保险消费方面舍不得花钱呢？ 

其实，当收入水平较低时，需要转移风险的投保

人无力支付保费，或者有能力支付保障成本的投保人

过少，单位保单所负担的成本较高，投保人就没有动

力利用保险商品来转移风险，保险有效需求也就无法

形成。然而，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某一临界值时，有

能力支付保障成本的投保人较多，较多的保单量使得

单位保险所负担的成本较低时，投保人利用保险商品

来转移风险的经济基础具备了，收入水平达到潜在保

险需求转化成现实有效需求的“门槛”值时（国际上

通常认为 2000-3000 美元是保险需求的转折点），保

险有效需求也就自然形成。较为贫困的，虽然有风险

意识，但买不起保险，形成不成有效的保险需求。非

常富有的，对保险商品的效用很低，也形不成有效保

险需求，即使消费了保险，也是看好保险的避税功能

做的财富转移安排。因此，收入位于中间区域的保险

需求的收入弹性较大，两头两尾极端收入区域的弹性

较小。 

尽管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人均收入水平是保险

安全服务消费有效需求产生的前提，但是，居民对未

来的预期也影响着保险安全服务消费有效需求的产

生。能否接受良好教育，能否住得好点，退休后是否

吃饭吃药有保障，这些都会影响着人们的预期。随着

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除了金融资产有更多的选择外，

消费水平与结构应该有显著的提高，由于风险意识和

消费偏好影响，即使保险成本比预防性储蓄保障机制

要低廉，但在风险保障的方式上仍然偏好银行存款等

储蓄性的保障方式，而不是互助共济的保险保障模式，

保险产品在人们预防性资产中占比非常低，人们对银

行体系仍然过渡依赖。在这样的社会消费心理下，保

险有效需求生成途径的滞涩使保险消费成为人们生

活的组成部分还有很多障碍，释放居民消费能力的保

险替代性挤出效应难以真正发挥，难以形成有效的保

险需求，保险并没有在金融体系与社会保障中发挥应

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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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区域保险差异较大，非均衡发展突出

区域保险是保险业的发展基础，区域保险的非均

衡发展既不利于微观保险经营风险的分散，影响保险

市场结构、市场竞争和市场绩效，也不利于整个保险

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更不利于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区域间产品业务供求结构单一，相对缺乏与相

对过剩并存，东西区域业务结构长期失衡。随着居民

收入增加，全国和东部、中部以及民族地区的寿险消

费都在逐年增加，即寿险消费与个人可支配收入呈正

相关。而且，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一直呈下降趋势，总

少儿抚养比逐年下降，总老年抚养比逐年上升。民族

地区计生政策宽松下的年龄结构好于东部，而且，民

族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家庭养老习俗重于社会化养老

为主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因此，东部地区的寿险消

费随着总抚养比的上升而上升，中部地区和民族地区

则随着总抚养比的上升而下降，西藏等地的人口年龄

结构年轻，老龄化比例不高，其需求结构出现了调整，

支出的时间模式也将后移，因此，西藏等地的寿险消

费将下降。东部地区的寿险消费与总抚养比呈正相关，

民族地区和中部地区寿险消费与总抚养比呈负相关。 

其次，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均高

于民族地区，市场机制在东部地区的资源配置中已发

挥明显作用，利率上调将会降低寿险产品的相对价值，

导致寿险产品价格的升高，从而抑制投保人的保险需

求，造成寿险公司承保业务的萎缩。而民族地区市场

机制还不完善，投融资制度也不健全，贷款的使用效

率较低，利率对其寿险消费影响为正相关关系。因此，

随着老年抚养比的提高，居民对储蓄类的利率敏感型

寿险产品的需求增加，寻求死亡保障的动机不足，对

死亡类的寿险产品的需求减少，反而投资动机和寻求

养老保障动机强烈。如果采用一统费率，会造成东部

对民族地区保险资源的掠夺，不利于民族地区的经济

发展。而且，通胀对传统寿险的影响显著为负，对投

资型寿险的影响显著为正，通胀减少了对传统寿险的

需求，提升了对投资型寿险的需求，新型寿险较好地

抵御了保单的通胀风险，加速了居民储蓄向包括寿险

保单在内的金融资产的转化。通胀对全国和东部地区

寿险消费影响显著为正，对中部和民族地区传统寿险

消费的影响为负，对民族地区的传统寿险消费的负向

影响最小。 

另外，城乡业务分布极不均衡，城市保险业务一

直占据保险市场业务量的绝大部分，农村保险供求矛

盾非常突出，保险支持精准扶贫的有效模式还需要进

一步探索。受保费规模指标和业务地域限制，保险机

构无法下设到县一级，经营触角也难以延伸到乡镇，

农村保险市场实际还是一个完全垄断的市场，缺乏竞

争导致保险有效供给不足。而且，保险大多数产品都

是针对城市居民设计的，较少考虑到农民收入较低且

不稳定的特点，产品保障的范围、缴费额和缴费期限

都超出了农民的承受水平，不能满足县域农民的保障

需求，更没有考虑到民族体质和区域地方性疾病等差

异。另外，过于专业的保险条款不利于农民了解产品，

降低了投保热情，导致县域保险发展长期滞后。 

3.5. 资产规模较小，业务拓展受限

我国保险市场准入管制依然严格，资金进入渠道

受阻，国有成份较重，民营参股不多，外资渗透较少，

资金来源并不充分，股权结构不合理，资金规模较小。

而且，长期在国家信用支撑下从事保险经济活动，经

营绩效和风险意识不强，对资本规模与结构重视不够，

资本增长率低于快速的业务增长规模，在承保利润下

降和投资收益不高的双重压力下，要在短期内通过内

部积累转增资本来增大资本规模，改善资本结构显然

力不从心。要借助民营资本不断向保险业渗透来改善

资本结构，但其缺乏保险经营管理实际操作经验，缺

乏信任，短期内很难成为保险资本金来源的重要渠道。

因此，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明显不足，与国际水平相

比资本充足率水平有较大的差距，尽管新成立的公司

相对其业务“吃不着与吃不饱”的资本充足率较高，

但随着业务扩展，其资金来源渠道障碍下的资本充足

率制约问题必然显现。在快速成长中不及时通过各种

渠道补充资本金，优化资本结构，偿付能力严重不足

将引发持续经营危机。 

显然，在自身积累较慢，国家注资财力有限，民

营资本进入管制较严格的背景下，通过与有价值的国

际投资者合作引入外资的增资方式，又涉及诸多更复

杂的问题。在现有资本市场的管制和保险监管背景下，

各种进入保险业的资金来源渠道并不通畅，只能少数

公司能够通过上市来优化股权结构和扩充资本金，多

数保险公司资本结构不良的问题还将继续存在。而且，

进入保险业的资金渠道受阻，不仅导致资本规模偏小，

资本结构单一，还影响承保能力和投资收益，还可能

对投资规模造成约束，限制了偿付能力的同步增长，

业务拓展必然受限。 

3.6. 目标追求错位，经营管理粗放

保险公司在“三轻三重”（重展业轻理赔，重数

量轻质量，重规模轻效益）数量规模经营管理理念指

导下，形成了“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增

长和低效益）的粗放增长发展模式，保险公司产能水

平普遍较低，经营管理落后，追求目标错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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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损害经营绩效和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大顽疾。具体

来说，公司内控能力差，基层公司造假报表和假赔案，

顶保费或增费用等虚假现象泛滥。一些公司至今在测

算赔付率时仍采用简单赔付率，未引进历年制赔付率、

满期赔付率等较为科学的测算指标，未决赔款的估算

采用下达指标的简单方式，可大可小，偏离实际，造

成核算不准。在用人制度上，国有公司和部分股份制

公司基本沿用了机关工作人员的管理办法，采取区域

行政管理，论资排辈现象严重，人才短缺与浪费并存，

组织机构庞大，管理信息传递不畅和不对称，分支机

构不能更好地反映和体现总公司法人的经营意志，出

现管理者与经营者甚至员工行为目标不一致，总公司

与分支公司间经营目标错位，导致过高的经营成本吸

收了大量的营业利润，也加重了消费者负担，由此凸

显了高保障、高赔付和低价格的境外保险的吸引力，

加重了地下保单的蔓延。 

实质上，保险公司“三轻三重”与“三高一低”

的粗放经营和效率低下，是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不科学

和不合理导致的，是委托－代理关系中经营管理不落

实与公司治理失效的表现，甚至出现公司治理不规范，

或者治理形同虚设，内部人控制与关联交易严重，缺

乏股东利益的有效制衡，没有形成激励相容的经营管

理和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尤其是大保险公司在“老

三险”的展业和续保上存在比较大的规模效应和品牌

优势，销售网络早已遍布全国各地，新生保险公司在

这些险种上没有竞争优势，只能在大保险公司后面

“跟风”，导致供方市场的价格竞争十分激烈，但买

方市场缺乏保险知识，只能被动地接受保险公司提供

的险种，对具体险种需求的倾向性不强。相反，新开

的保险公司都把能够迅速带来大量现金流的产品奉

为抢占市场份额的法宝，以至于单一产品在总业务中

占到 60%以上，有的新公司甚至高达 80%以上，业务

拓展主要是通过价格竞争产生的数量规模来实现的，

长期“三轻三重”形成的“三高一低”的粗放经营，

已经没有动力改善其法人治理结构，不能完全按照现

代企业制度建立运行机制，没有建立以效益为核心、

以偿付能力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业务增长更多依靠设

机构、铺摊子，依靠简单的费率和手续费竞争占领市

场，对保险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 

3.7. 险种创新滞后，业务结构失衡

我国保险市场潜在需求巨大与有效需求不足并

存，竞争过度与开发不足并存，整个行业集中于传统

而狭窄的经营领域，产品集中在传统型规模效益好的

险种上，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需要密切相关的险

种却供给缺位，并呈负增长，产品结构严重失衡，与

我国经济增长和国民财富增长形成的风险需求严重

不对称，保险无效供给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的结构性

矛盾突出。而且，保险公司之间的险种差异化程度很

低，相似率极高，同构现象严重，竞争处于一个低水

平层面，难以形成有特色的竞争优势，降价让利就成

为重要竞争手段，导致了寿险与财险结构比例失衡。

整个保险市场出现老产品虚假饱和，险种结构在供需

上的错位，导致结构失衡，无效供给过剩，有效供给

不足。 

险种创新滞后，业务结构失衡的根源，主要是由

于保险公司的产品创新能力和动力不足，市场需求的

前期调查做得不充分，市场定位不准，在开发产品时

大都没有考虑营销的特点，经常出现开发出来的产品

与实际需求和营销环节脱节，缺乏适应营销特点和要

求的产品，真正适销对路的险种较少。仅从寿险市场

来看，产品结构长期失衡，导致寿险市场上以传统储

蓄投资型产品对非保险型储蓄和投资类产品的替代，

保险型储蓄投资类产品的风行，资金频繁转换和相互

挤兑现象严重冲击了非保险的证券投资和银行储蓄

业务，没有充分发挥人身保险业在风险保障管理和长

期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方面的核心优势。甚至在东南沿

海经济发达地区，寿险业务甚至占到 2/3 以上，围绕

人民生产与生活需要的产品不多，满足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群众的需要的产品创新非常缓慢。而且，如果

险种间不能形成匹配，不能通过组合效应化解承保业

务的系统性风险，行业成长风险将逐渐累积，不仅会

导致保险业增长路径不良，出现增长与发展背离的现

象，还会引发保险业在快速成长过程中的系统性风险，

最终会阻碍保险发展。 

4. 中国保险业的挑战与突破方向

当研究区域上的数据不完整时，有两种传统的方

法，或许能补齐数据，**在当前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

势下，在新的银行保险合并监管下，准确把握现代保

险产业结构与增长路径的风险演化特征和趋势是至

关重要的。特别是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更应

深入研究如何使保险业适应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促

进城乡融合发展，积极参与精准扶贫，推动乡村振兴，

增进人民福祉，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保险业发展之路，

深入研究保险结构的决定机制、调节机制和优化机制，

提出保险结构优化的判断标准和评价指标，探索保险

结构优化的发展模式，为主动调整和优化保险结构提

供发展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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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市场格局失衡、智能信息技术下市场博弈加剧、

结构不优加剧了市场复杂化

首先，成长性市场格局失衡，传统保险经营观念

被颠覆。从全球保险趋势来看，发达国家目前保险业

发展非常成熟，市场已趋饱和，竞争十分激烈，相对

有限的保险资源，保险产业资源过剩。新兴市场化国

家保险资源率开发度很低，保险产业资源不足且利用

效率低。世界保险业这种不平衡发展格局加剧了以结

构优化升级为核心的保险产业资源并购和保险资源

争夺。世界保险资源与保险产业资源的跨国流动及其

形成的世界保险关系会更加复杂，保险业竞争力弱势

的发展中国家的保险资源和保险产业资源会进一步

流失，金融主权与金融安全受到冲击。

尽管世界保险资源分布不均衡，世界保险发展不

平衡，但以风险管理与保险技术、组织制度、经营理

念和文化意识等的创新，推动了世界保险业以结构优

化升级为核心的产业并购与融合，保险经济活动价值

链的结构也复杂起来，面对区块链数字技术、量子通

讯和无人驾驶等智能金融保险技术的冲击，传统保险

服务业的两个微观端口（核保+核赔）与两个宏观轮

子（承保业务+投资业务）已经发生彻底变化，长期

依靠投资业务利润补贴承保业务亏损的传统保险经

营观念已逐渐被颠覆。

其次，智能信息技术下市场博弈加剧，增长（做

大）与发展（做强）不协调。面对智能金融保险技术

的冲击，许多以前没有或不被重视的风险不断涌现，

比如，网络安全和网络犯罪风险、IT/系统和技术差

距风险、定价和产品线利润风险、索赔失控频率或严

重程度风险、客户互助平台与互助保险转化的风险、

新兴业务承保竞争风险等新变化把握得不好，将造成

整个行业在战略方向和机会错失的风险，发展中存在

的以“偏离保障体质”和“颠覆性技术冲击”趋势把握

不准的风险，正在成为保险业做大做强和持续健康发

展的障碍，难以保证保险业增长（做大）与发展（做

强）同步，还做不到把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

质量提高放在第一位，现代保险服务业离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和国家发展战略要求还比较远。

另外，总量与结构矛盾制约保险保障功能和服务

效率。为顺应产业价值链的结构变化，产业组织结构

也发生了巨变，一个金融保险资源与金融保险技术共

享的业务融合的国际保险大市场正在逐渐形成，世界

保险业已开始进入了垄断竞争格局的快速发展时期。

这是顺应全球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自由化，以及全球保

险创新以及竞争态势的不平衡，以保险产业资源的重

组为核心所做出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但是，在中国保

险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保险结构却没有得到同步优

化，长期非均衡粗放发展模式，导致的保险资源开发

利用率较低，保险产业资源使用效率不高，保险与社

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不相适应，与党中央明确

要求 “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为经济转轨和社会

转型的国家发展战略服务”还不相适应，与全球经济

金融自由化下的开放新形势还不相适应，发展中积累

的一系列问题严重地制约了保险保障功能的发挥和

现代保险服务效率的提高。

4.2. 保护和激励创新，引导行业服务升级，与强化监

管和防范创新风险并举

首先，在挑战面前，中国保险业应准确把握保险

业发展演化的特征与趋势，促进微观保险主体风险管

理与保险的技术创新、组织制度创新和文化意识创新，

坚守保险保障本质，以创新推动产业价值链的突破，

形成新的业务发展空间和利润增长点。

其次，事实上，在人口与科技的演进中，在随机

理想与博弈现实的冲突中，在中国巨大的成长性市场，

只要保护和激励创新，引导保险行业服务升级，在保

障中助力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方面发力突破，全面推

动产业增长路径优化和竞争力跃升，在适应保险国际

化趋势中提升产业综合实力。同时，强化行业偿付能

力监管和防范创新风险，中国保险服务业可以实现新

的突破和全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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