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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综合经营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中国保险报 

 正    文：

    在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下，中国人寿、中国人保等保险公司相继成立了保险控股（或集团）公司，保险业综合

经营已经是大势所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我国保险业走上综合经营的道路，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在

动力。 

   保险业综合经营产生的外在驱动力 

  20世纪，国际经济最重要的变化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使得经济中最活跃的要素——资本、货物、人员及技

术跨越国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发展趋势。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导致贸易中存在的风险跨越国界，

进而使得保险需求也跨越国界。保险需求的全球化，使得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安排保险计划，由此而产生的共保和

再保险极大的促进了保险全球化的发展。在这种趋势之下，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保险企业已经走上了综合经营

的道路。由此可见，保险综合化经营是保险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必然结果。 

  保险业综合经营产生的根本动力 

  我国加入WTO后，保险业不仅面临着国内的竞争，更面临着来自国际的竞争。进入我国保险市场的国际资本大都

是大型的综合性的金融集团，它们综合经营的时间长、经验多，在公司治理、风险控制、产品创新方面都有着独特的

优势和强劲的竞争力。我国保险企业要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就必须走上综合经营的道路。 

  保险业综合经营产生的直接动力和最终目标 

  保险业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的提高，投保人把资金放在保险公司不仅

仅满足单一的保障需求，还要求保险资金同时具有投资等多种功能。在金融一体化的推动下，大多数消费者都偏向于

全面的、便捷的“金融超市”，享受“一站式”省时、省力的高效率服务。综合经营在一个营业网点为消费者提供

“一站式”的金融产品服务，既能满足消费者的投资多样性需求，也能有效减少消费者的交易成本。在多元化需求的

推动下，保险综合经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趋势。 

  保险业综合经营产生的政策主导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浪潮的不断高涨，国际金融业开始通过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从事银行、证券、保险等业

务，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金融的综合经营已成为国际金融发展的主流。面对当今世界金融的主流冲击，以及金融

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各国监管部门逐渐放宽金融管制。英国1986年实行了史称金融“大爆炸”的金融改革，结束了其

本土及英联邦国家的分业经营体制；日本1996年实施金融大改革计划，推动全能银行制；美国1999年底通过《金融现

代化法案》，实施混业经营。而我国虽然现在还实行金融分业监管制度，但近年来，保监会不断拓宽保险资金的运用

渠道、方向和比例，实质上也为保险业综合经营奠定了制度基础。 

  保险业综合经营产生的内在动力 

  近年来，伴随着国际保险业的迅速发展，全球保费收入大幅增加。我国的保费收入也从1980年的4.6亿元，增长

到2009年的11137.3亿元，这为我国保险综合经营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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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保费收入的增加，保险企业出于经济理性，必然要将保险资金投入到资本市场以获取更高的资本回报，这就

必然要求保险企业进行综合经营。 

  纵观国际保险业的发展，保险业综合经营已经是主流趋势，我国保险业进行综合经营既符合全球化竞争和保险企

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和需要，也能为我国居民带来更多更优质的金融保险服务。 

 

 上一篇：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历史演进：一个制度变迁视角（下）

 下一篇：印度银保合作发展的现状及原因

 点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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