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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市场变化对非寿险营销模式的影响(刘萌；2004年6月3日)

文章作者：刘萌

  国外先进保险企业的营销模式冲击着国内非寿险业 

  随着中国入世承诺的兑现，国外保险公司不仅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提供直销服务，还会利用保险中介或国际互联网等，打造新的销售模

式，实施快捷有效的销售。据美国独立保险人协会预测，今后10年37％的个人保险产品和企业财产险的31％，将通过国际互联网完成。目

前，一批有较强营销能力的保险主体，已经以先进营销模式逐鹿中国保险市场，2003年9月8日开业的招商信诺人寿保险公司，宣布放弃代

理人营销模式，采取利用合作伙伴招商银行的网点和电话、网络进行渠道营销；美国友邦北京分公司不聘有保险从业背景人员，重筑新的保

险市场营销理念，都影响着转型期非寿险营销模式的构建。 

  保险主体市场的完善，裂变着沿袭多年的非寿险销售模式 

  近年来保监会批准成立多种组织形式的保险公司，增设老公司分支机构和大力发展保险中介，仅2003年上半年，就批准8家外资保险筹

建和开业17家，批设国内保险分支机构251个；全年多达705家中介机构批准开业，保险市场主体长期缺位现象得到初步改变。一方面，在

组织结构形式由国有、股份、合资、外资和国控外资等日趋多样化形势下，需要创新出与之匹配的市场化营销模式；另一方面，大量保险中

介基于生存的压力，必然依托自身种种优势，竭力拼杀市场，迫使非寿险公司改变沿袭已久的靠层设机构、分片固守和增员展业的直销模

式，在将来的市场博弈中，走与保险中介“竞合共赢”之路。据悉，2003年国内保险专业代理与经纪公司保费收入已近百亿元。 

  保险监管思路的变化，催生非寿险营销模式的市场化创新 

  入世后我国保险监管将遵循市场取向和发展观，渐由管理监管向服务监管转变，偿付能力和市场监管并重。保监会陆续出台了向非寿险

公司开放第三领域、放宽高管任职、车险航意险费率放开和允许保险公司通过保险中介机构，或设立营销服务部的方式开展业务，不仅使众

多保险中介获得难得的业务空间和市场机遇，而且为非寿险公司实施多元化营销模式，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产品选择和市场环境，同时放宽保

险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加快了业内外优秀人才，融入非寿险管理层，为非寿险营销模式的构建和创新，提供广泛的人力资源支撑。 

  中国人保的股改重组，示范和影响着非寿险业营销变革 

  股改上市后的非寿险龙头人保财险，借助国际市场的外力推进自身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产品、技术、管理和营销的升级，实现差异化经

营与精细化管理，建立组织管理机制、员工配置机制、以客户与市场为中心的流程创新机制，使业务增长方式由要素驱动型向知识技术驱动

型转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同时以业务流程和客户为主线，重组营销、承保、理赔和产品开发流程，设置个险和团险营销管理部，开

展差异化营销管理，提升了营销技能。特别是近期又筹建了北京、上海、山东和广东四家保险经纪公司，进一步改革与活化营销机制，以效

益为中心增加市场开掘深度，创造专业化的分工协作模式，真正走上股份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之路，对中国非寿险营销变革影响深

远。 

  非寿险营销模式的发展趋向模式多元化趋向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保险公司组织形式呈现出集团化和公开化特征，人保财险的股改上市，宣告了保险集团主导非寿险市场

的开始。集团化后的非寿险公司，必然推进信息技术深层应用，重新定位保险企业主体功能，专注于产品开发管理的核心职能，诸如展业、

承保、理赔等社会化和专业化的职能，会分交专业中介机构承担。非寿险公司经营核心化的趋向，将推进我国非寿险市场营销模式的多元

化。 

  定制化模式趋向 

  差异化是近年保险市场竞争的一大特点，车险改革已有充分体现，在2003年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中，保监会又放松了

对保险条款和保险价格的管制，以后主要险种的条款和价格不再由保监会制定，而由各保险公司制定后报保监会备案，这将催生更多的差异

化产品，产品的差异化必然为营销模式的差异化提供积极条件。可以预见，针对不同产品和不同的保险市场，定制相异的营销模式，将成为

今后非寿险公司发展战略重点之一，单纯的费率竞争也将会逐渐转型为营销模式的竞争。 

  不断创新模式趋向 

  不同规模和不同发展阶段的非寿险公司，会有不同的营销模式。大型的全国性非寿险公司，会重新定位市场，改变无效益的庞大组织机

构，剥离分支机构为专业代理网点，组建由总公司控股的专业经纪代理公司。新创的成长型公司，会选择并购多家不同特色、规模较大的专

业代理公司，突破展业规模限制，迅速占领保险市场。以往保险超市的营销模式，也将分化出专卖店、特色店等新的灵活模式。营销模式将

出现不断创新的发展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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