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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诚信建设构建信用体系(孙建军；2004年6月22日)

文章作者：孙建军

  在过去的2003年，保险市场在一个充满竞争压力的氛围中发展。产品销售周期的市场不适应性、业务人员的频繁脱落离失、同业之间

的恶性竞争、经营版块的无序位移、利益驱动的恶意误导，所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和“信用”二字扯上了关系。信用建设已被提上重要日程，

成为保险经营工作的关键。 

  一、信用建设的必要性 

  1.大力拓展业务的需要。一个保险公司的信誉度如何直接决定了该公司在社会上的认知度，更是拓展业绩和吸引人才的关键。首先公

司发展壮大的基础工作就是增员，通过增员达到数量到质量的转变。团队发展一定要以良好的品牌和鲜明的个性文化取胜。其次有着良好的

信誉度的公司在社会上必然有良好的口碑，这又成为吸引客户的有效载体。再次具有高度信任的社会有着巨大的竞争优势，因为交易成本降

低。同样，在存在高度信任的公司中，交易成本也比较低。 

  2.信用等级评估的需要。随着更多的中国公司逐步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保险公司逐步走出国门上市募股也是迟早的事情。目前，许多

国际信用评级公司正努力进入中国，一些国际信用评级公司证明中国市场有发展世界公司和资本市场能力的前提和基础是各公司应该更扎实

经营，更在乎信用，并且更珍惜过去已经建立起来的信誉。给保险信用评级是保险公司能否顺利上市的必然步骤，也能为普通投保人选择保

险公司提供有效参考。由于保险知识的专业性较强，普通投保人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收集信息，因而与保险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性。通过

对保险信用评级结果的利用，投保人接受到有效地风险信息服务，从而克服知识的缺乏，能够迅速做出精准的决策。 

  3.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保险公司同其他金融部门一样，掌控着大量的保险资产，一举一动，都关系着国计民生和社会的稳定。加强

信用建设和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的经营环境，这不但是保险公司日常正常经营活动的需要，更是取信于民、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二、信用建设存在的问题 

  1.误导消费者的现象时有发生。有些营销员在销售保单时，往往为了短期的业绩增长和利益，或多或少地存在误导消费者的现象。长

久以往，导致了人们对保险公司和营销员缺乏足够的信任。 

  2.营销人员的无序流动。保险行业的人员流动惊人。造成这一现象固然有保险人员社会地位不高、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缺乏足够保

障、背负繁重的业绩压力等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保险公司没有为营销人员提供足够的信任和人生发展平台，使其能够在其位，安其心。大

量人员的无序流动，使保险公司的长期性战略与销售队伍的短期性现实产生了背离。 

  3.同业之间的恶意竞争日趋激烈。在现阶段，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业绩增长，各保险公司除了适时推出符合市场需求、人们乐于

接受的保险品种外，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员。在每年20％的留存率下，保险公司很难在社会招聘到适合保险需求的高素质人才。解决

的办法就是同业之间相互“挖墙角”，许诺高薪肆意增员，既加剧了营销人员的震荡，又无形中增加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 

  4.“违规经营”加大了信用危机。 

  三、如何有效进行信用建设 

  1.对社会信用的建设。对社会信用的建设，主要集中在保险公司的社会保障赔付功能上，要通过国家法律法规强制社会保障功能的落

实，通过行业规范来提高保险公司的自律意识，通过社会舆论来监督社会责任的落实。 

  2.对员工信用的建设。相信经营者都赞同“员工是公司最宝贵的资产”这句话。保险业的人才流动一直是业界关注的焦点。在公司强调忠

诚的同时，是否应该思索，忠诚其实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 —公司对员工的发展、学习和工作状况的关心与承诺，主管承诺协助部属成

功的兑现，种种实践都能让他们对公司或其组织领导产生信任，进而愿意承担组织所赋予的责任。 

  3.对客户信用的建设。从事销售，想要被客户接受并取得长期的成功，做人的品质决定一切，客户会以你的所言所行来检验你的为

人。因此，对客户的信用是决定营销人员能否在保险业长久立足的关键。 

  4.信用约束机制的建设。构建信用约束机制是加强保险诚信建设，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保障。一是强化失信惩戒机制，有效发挥法律

和市场对失信行为的双重惩戒作用。加大失信惩戒力度,使失信者损利。监管部门要加大整顿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重点对消费误导、

做假账、恶意流失等失信行为严肃整治,加大处罚,使不诚信者名誉扫地,付出应有的代价。二是培育保险诚信文化，大力倡导诚信观念，加

强诚信教育，提高保险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三是保险营销人员要严格自律讲诚信。保险经营的是与人的生命、身体、财产等密切相关

的特殊风险，讲的是最大诚信原则，这不仅是一个营销人员眼前执业的要求，更是日后成长不可或缺的需要。四是加强社会的监督作用。首

先是保险公司要主动推行政务公开，公开各项办事程序,向社会做出公开承诺,并定期召开有媒体和社会义务监督员参加的专题监督会议，

不断提高工作透明度。其次是建立保险信用评价体系。尽快引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信用评级中介机构等中介事务

机构对保险主体经营情况进行评级。根据对保险公司财务报表真实性的规定，要求保险机构树立风险防范意识，严格内控机制，加大信息披

露的力度，及时向社会公众披露公司的有关经营情况、财务状况，逐步实现保险信用评级的社会化。再次是监管部门要加强自身信用建设,

积极转变监管职能,增强服务意识,实施政务公开和服务承诺制，提高监管部门履行职能的公正性和效率性,努力营造廉洁高效、公正透明的

政务环境,不断提高监管者信用水平,为保险机构和社会公众做出榜样,切实以监管者信用建设带动全行业信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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