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五”期间我国保险业资产管理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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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期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国保险业取得长足发展，资金规模不断扩大，保险资产管理重要性日益突出，已成

为支持国家经济建设、提升保险业竞争力和防范保险业风险的关键闸门。中国保监会十分重视保险资金运用工作，采取综合措施，深化改

革，健全机制，保险资产管理步入规范发展阶段，各项工作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一、保险投资结构趋于合理，投资收益改善 

    “十五”期间，中国保监会加大力度拓宽保险投资渠道，在允许保险资金投资银行存款、国债、金融债的基础上，经国务院批准，先后

允许保险资金投资企业债券、证券投资基金、直接投资股票市场、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等。随着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的拓宽，保险资产结构

出现了战略性转变，期限较长、收益稳定的债券投资在2005年首次超过银行存款，成为第一大类投资工具，保险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同

时，在市场环境不确定性较强的条件下，投资收益有所改善，2005年预计在3.6％左右，比2004年提高了0.7个百分点。 

    二、风险管理机制逐步健全，风险管控能力增强 

    确保资金安全是保险资金运用的首要任务。近几年来，中国保监会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加强风险管控机制建设，下发了《保险资金运用

风险控制指引》，对保险资金运用过程中的风险识别、评估、管理和控制的组织结构、制度安排和措施方法提出全面要求；下发《关于开展

保险资金托管工作的通知》，积极推行全托管制度，形成外部托管制度和内部控制制度相结合的风险防范机制。 

    三、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专业管理水平提高 

    目前，5家规模较大的保险公司已成立了专门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另有4家已获准筹建，到2006年，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将达到9家，保

险资产管理的专业化团队基本形成，其他保险公司大都建立了专门的资金运用部门和专业投资队伍，保险资产管理基本运行框架初步建立。 

    四、保险投资监管日益加强，监管体系轮廓形成 

    中国保监会在放开债券、基金、股票、境外投资等渠道的同时，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做到制度先行，严格监管，加强调控，逐步放

宽。特别是2003年11月，中国保监会设立了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专门行使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管理和风险监管工作。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成

立以来，狠抓监管制度建设、监管信息建设和风险控制机制建设，为强化监管效果，确保保险资金安全打下良好基础，保险投资监管体系初

步形成。 

    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险通过发挥资金融通功能，在支持国民经济建设、稳定资本市场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是通过

认购国债、企业债支持政府和企业发展生产，促进经济增长。截至2005年10月末，保险业持有的国债、企业债券余额分别占其发行余额的

12.1%和65.3%。二是通过认购政策性金融债和协议存款支持银行发放长期信贷，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保险业持有的政策性金融债、协议存款

余额分别占其余额的9.9%和77%。三是通过认购银行次级债和证券投资基金支持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保险机构持有的银行次级债和证

券投资基金分别占其发行量的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一，为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改善资本市场结构，推动金融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持。四是通过



增加外汇投资渠道，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投资，币种与人民币汇率参考的一揽子货币相同，支持汇市改革。五是保险机构逐步成为金融市场机

构投资者的重要力量，进一步发挥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促进金融市场协调发展。 

    “十一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将保持平稳发展，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深入，这将为全面提高我国保险资产管理水平创造良好环境。中国

保监会将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快改革创新，完善管理体制，转变

增长方式，建设和谐保险，提高资金管理对保险行业发展的贡献度，促进保险事业又快又好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