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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如何突破瓶颈(岳斌；2004年4月29日)

文章作者：岳斌

  据有关专家预测，我国养老保险业务中仅企业年金保险未来三年每年就可能有1000亿元的增长规模。另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健康险

2004年到2008年间的市场规模约为1500亿元到3000亿元，而2003年我国健康险的保费收入不到300亿元，发展空间之大令人吃惊。尽管商

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它们的发展都面临着诸如经营主体不明确、优惠政策少、法规不健全、管理经验少、产品不

丰富、竞争不规范等共同问题，笔者认为，采取以下措施可以使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突破瓶颈，获得巨大的发展。 

  一、国家应进一步明确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界限，指明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主要由商业保险公司来经营，以利保险公司找准

定位，找准目标市场。 

  因为：第一，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保险也只是负责人们基本的养老和医疗保险等，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

国家财力非常有限，补充养老和医疗保险应交给商业保险公司来经营和运作；第二，在我国商业保险公司一直是经营商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补

充医疗保险的主体机构，不仅经验最丰富，而且人才和技术相对较多；第三，根据现行法规，社会保险部门、保险公司、行业内部等都可以

经营补充养老保险和补充健康保险，根据5月1日实施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信托公司、银行、企业年金理事会

等机构都可以运作和管理企业年金，多个部门同时经营，各自只注重自己的利益，容易政出多头，不仅不利于管理，而且不利于收集数据，

不利于精算定价和产品研发等。 

  二、国家要给予商业养老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更多的优惠政策。 

  根据《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财政部关于企业为职工购买保险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3]61号）等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企业年金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都有了一些列支渠道和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但仍不足以对商业养老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产生很大

的推动作用，因为：第一，对经济效益较好，有能力办理补充保险的企业来说，允许的列支比例太小；第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

保险未覆盖的人群，如城镇职工家属、部分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职工、城市流动人口、自由职业者、学生、农村人口等，没有规

定明确的列支渠道，也没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第三，公众个人投保商业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没有给予税收减免；第四，保险资金的投资

渠道不多，且缺乏风险控制机制。如果国家能给予上述优惠政策，必将迅速推动和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发展。 

  三、要完善立法，加强管理。首先，要完善企业年金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方面的立法。 

  如对保险费的列支、收取、资金的管理及运用、保险金的支付等都要有具体的规定；对保险公司、社保部门、医疗服务部门等相关各方

的责、权、利都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明确统一的监督管理机关，避免重复监管和出现监管真空。比如，不能出现保险公司办保险

时，工商局、税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公检法和保监会等许多部门都进行监管，而劳动部门办理保险时没有部门监管的局面，所以，统

一监管部门，统一监管政策非常必要。其次，要运用法制手段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能利用行政手段和行业优势等形成垄断、不能进行恶

性竞争特别是恶性价格竞争，要形成凭经营技术、凭管理水平、凭优质服务、凭规范经营来竞争的市场机制。 

  四、要在保险公司与各相关部门和机构之间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这对商业养老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至关重要。 

  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分别要在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之间和保险公司与社保部门之间建立这种双赢机制，因为：第一，这有利于集合卫生

部门、社保部门、保险公司等各相关部门的数据，共同建立各类数据库。如养老保险投保人数据库、疾病数据库、医疗费用数据库、患者

（或被保险人）数据库、药品数据库等。充分共享的数据信息，既便于管理，又便于服务，比如有了各类信息库，可以提供查询服务、咨询

服务等，更重要的是，全面的信息和数据，便于产品的研究和开发。缺乏经验数据是制约商业养老和健康保险产品研发的重要因素之一；第

二，可以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减少诸如客户在投保时不如实告知、住院医疗费用单据作假等问题，还可以杜绝或减少医患合谋、医院单独作

假“谋取”保险公司利益等行为。 

  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保险意识。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发展较慢，除了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原因外，也确实存在公众保险意识不强的问题。如目前我国居

民储蓄存款高达８万亿元，其中相当大的比例是用来防病养老的，但一般公众都是选择存银行，而不选择购买保险，这是公众保险意识很弱

的一个明显表现，但分析原因，归根到底还是保险公司宣传不到位的问题。所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保险意识是目前发展养老保险和

健康保险的当务之急。 

  六、加强行业自律，制止不正当竞争。 

  在团体养老保险和团体健康险的展业中，过去有些寿险公司在与其他公司竞争时，往往采用向投保单位领导层赠送高额保单、返还高比

例手续费、赠送汽车等贵重物品等手段来抢业务，企业年金保险的竞争中，采取“零管理费”承保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自杀式的不正当竞争

行为，不仅搅乱了市场，而且也损害了保险公司的自身利益。只有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市场行为，才能维持商业养老和健康险业务的持续健

康发展。 

  七、成立专业的健康保险公司。 

  健康保险与一般的保险险种相比，至少有两点不同之处：一是经营健康保险技术含量高、管理要求高。比如，健康保险的精算，除了像

一般保障性寿险险种一样，要考虑死亡率、利息率和费用率三个因素以外，还要考虑疾病发生率、伤残发生率、医疗价格、地区差异等因

素。再如健康保险的管理不仅涉及到核保、核赔、财务、人事管理，还包括医务管理、健康管理等等；二是健康保险覆盖面广，涉及人群

多。所以，成立专业健康保险公司，有利于提高技术，强化管理，细化服务，有利于充分挖掘市场潜力，迅速扩大市场，也有利于与国际保

险业接轨。因此，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应鼓励商业保险公司独资成立、或由商业保险公司与外资公司合资成立专业健康保险公司。这是促

进商业健康保险快速发展的捷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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