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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险业是否存在泡沫的一些看法

作 者： 张立栋 吴学军     发布时间： 2004-11-8 23:12:30 

    据中国保监会统计，2003年，我国实现保费收入3880.4亿元，其中人身保险实现保费收入3011亿元，同比增长32.4％；财产保险保费收

入是869.4亿元，同比增长11.7％。但是，有关专家却对如此高增长表示担忧。郝演苏最近对中国的保险业发了些议论。认为保险业这种

增长不过是一种表面繁荣。保险公司保费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老百姓的保障质量并不见得有大幅度的提高。他提供的数字是,经过国际统

计方法计算后,2003年,我国实现的保费收入3880．4亿元实际不过是2210．39亿元。这意味着,2003年,我国的人均保险费为163．73元；而

官方公布的这个数字是287．44元。他说，目前保险业的泡沫有40％，而且，他进一步点明，泡沫的主要制造者是寿险业。他的观点就

是，西方国家是在保障型保险产品基本饱和的市场环境下转向理财型产品的，中国保险业却跨越性地选择了大面积开展类似的理财型保险

业务。 

  保监会新闻发言人袁力说，用“中国保险业40%是泡沫来形容中国保险业的现象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这个问题: 

1、中国保险业不存在所谓的”泡沫“。主要在于统计口径方面的认识上； 

2、对于分红、投资连结等保险产品的发展问题需要全面客观分析； 

3、关于分红保险、投资连接保险等保险产品的保障性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因某种产品的保障成分低而否定这类产品的保障功能；4、
关于保险业风险防范问题，保监会最近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目前保险业的发展是健康的。 

   张立栋认为，对于40％的定量结论，人们不应该轻易认同。首先，是否存在一个郝演苏所称的“国际统计口径”还是个未知数，因为不

同会计准则下所得出的统计口径是不同的。其次，各国监管部门依据国情制定的保费统计口径是因国而异的。作为金融产业的一个组成部

分，保险业必须和整个资本市场乃至宏观经济整体之间结成互动关系。关系就在于：保险业发展需要健康的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背景，反

过来，宏观经济背景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也需要保险业的积极贡献。 

  他说在资本市场问题多多的时候，要人们相信保险没有泡沫是不太现实的。同样，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经典经济学增长理论

而依旧健康发展的现实情况下，也不应该对40％这样扎眼的数字过于紧张和敏感。我们应该用谨慎的心态看待这个问题。 

   吴学军认为，近几年迅速发展的分红险，投资连接险和万能寿险等投资型保险产品促使保险规模迅速扩大是我国保险发展的必要结果。

既符合现阶段中国国情，也符合国际保险发展潮流。我们不仅不应该为此担忧，而且应该为之欢欣鼓舞。所谓保险发展“泡沫“论根本不

成立。他说，将经济学上的所谓“泡沫”概念引用到保险行业，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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