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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业当为长远计(陈岩；12月31日)

文章作者：陈岩

    三年前的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承诺入世3年后我国保险及相关服务业将取消地域限制，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向外国人

和中国公民提供健康险、团体险和养老金、年金险服务。也就是说，外资保险公司可以在我国任何一个城市开设分支机构，并且外国寿险公

司可以从事所有与中资寿险公司一样的业务。 

  把好审批准入关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网站提供的资料，截至2004年12月14日，国内共有41家外国保险公司在华开设70多家营业性机构，120多家

外国机构在国内设立了将近200家代表处，而中资保险公司数量仅有31家，在华外资保险公司数量已超过中资保险公司。保监会透露，当前

接受资格审批的外资保险公司已逾十家。 

  在保费收入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财产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23%，全国人身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6.5%；而同期外资产险公司保费收入

6.5亿元，同比增长47.1%；外资寿险公司保费收入37.9亿元，同比增长51.2%。 

  如今外国保险公司已被允许涉入健康险、团体险市场和向外国及中国公民提供养老金、年金险服务，将意味着中资公司将面临与外资保

险公司共享中国保险市场的局面。加之国内合伙的中资公司都是实力雄厚的集团型公司，这将为外资公司获得该集团及其关联公司的团险业

务和养老金、企业年金业务提供了先机。可见，外资保险公司的增长势头极为强劲。 

  “增长”的背后还有另一个相随的“增长”— — —退出的外资保险代表处也呈上升趋势，目前撤离的外资保险代表处累计有40余家。据保监

会有关负责人所言，这并非是“外资保险公司”，而是“外资保险公司的代表处”，退出的外资保险公司只有一家因为自身经营问题退出市场。

保险经营主体的增加和原有部分业务的“转手”无疑会增加保险市场内部的系统风险。如何规避和降低保险市场的内部风险以根本保障广大被

保险人的利益是一个必须解决且具有前瞻性的问题。答案不仅是要“把好关”，还要解决“退出”问题。 

  “把好关”既包括把好审批准入关，又包括对外资保险公司的监督管理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的规定，只有

满足“（一）经营保险业务30年以上；（二）在中国境内已经设立代表机构2年以上；（三）提出设立申请前1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50亿美

元；（四）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完善的保险监管制度，并且该外国保险公司已经受到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的有效监管；（五）符

合所在国家或者地区偿付能力标准；（六）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有关主管当局同意其申请；（七）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才被

允许在中国境内申请设立外资保险公司的外国保险公司。加大对已获批准外资公司的监督管理，严格按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

标管理规定》对外资保险公司进行定期审查。 

  “退出”尚不成熟 

  在“退出”环节上，目前中国保险市场还不成熟。虽然我国《保险法》第97条规定：“为了保障被保险人的利益，支持保险公司稳健经

营，保险公司应当按照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提存保险保障基金。保险保障基金应当集中管理，统筹使用。保险保障基金管理使用的具体

办法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及1999年出台的《保险公司财务制度》第47条规定保险公司应“提取保险保障基金。公司应按当年自留保

费收入的1%提取保险保障基金，达到总资产的6%时，停止提取。财产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再保险业务提取保险

保障基金；寿险业务、长期健康保险业务不提取保险保障基金。”保险保障基金由各保险公司总公司于每年决算日按当年全系统保险费收入

统一提取，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专户存储。 

  当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严重不足，或濒临破产，需动用保险保障基金时，需报经保险监督管理部门、主管财政机关批准后方可动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第二条：“本制度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经依法登记注册，持有经营业务许

可证的保险公司”，外资保险公司也适用以上规定。 

  但保险保障基金存在漏洞无疑是未来保险市场的隐患。从法律法规的制定角度看，法规仅要求针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短期健康保险业

务这两项业务提取保险保障基金，而对寿险业务、长期健康保险业务并没有要求。难道寿险业务、长期健康保险业务就真的不需要保险保障

基金作保障吗？如果中国出现战争或大范围的疾病等类似巨型事件，毋庸置疑，寿险公司将面临严重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针对寿险业务、长期健康保险业务也有必要建立保险保障基金。另外在保险保障基金的提取办法上，不应仅以保费收入

作为惟一计提标准，还应适当地考虑各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风险程度大的保险公司就应多提取保险保障基金，风险程度小的保险公司可以

相对少提取一些。还可以参考《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中关于偿付能力额度的各种指标。从保险保障基金的管理来

讲，在保险公司经营出现问题时，保险保障基金的安全性将受到威胁。 

  目前，各公司已提取的保险保障基金仍留在企业内部，当保险公司在流动资金短缺时，极易动用保险保障基金，从而使保险监管机关在

调动保险保障基金时遇到困难；如果保险公司出现经营失败，即在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不足时，保障基金可能就无法保障保险公司客户的

应得权益了。笔者认为，应改变当前由各个保险公司对各自的保险保障基金进行分别管理的作法，建立独立的法人机构— — —保险保障基金

公司，对保障基金进行管理和运作，同时承担一定的监管职责。 

  在外资保险公司大举进入中国保险业之际，要求寿险业务、长期健康保险业务也必须提存保险保障基金，并建立独立的保险保障基金公

司，由此专门的基金公司来管理和运作这笔钱，对于保障中国广大保户的利益来说，将是最根本、最长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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