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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保险业经历了多年的波折后，于1980年开始全面恢复，并且出现了难得
的高速发展的势头，使众多国内外的保险业者感到惊喜。在新世纪开始之际，随着中
国各项事业，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这一历史时间的完成，我们有理由相信，保险业在中国将有一个更好的起点。
然而问题总是与发展并存。面对中国这块巨大的保险市场，中国保险业体现本土化优
势的同时，也在来势汹汹的外资保险竞争对手面前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诸多缺陷和弊
端。本文着重以进入21世纪中国保险业面临的环境为背景，总结其自身及外部环境多
方原因，对中国保险业如何应对新时期的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中国保险业；入世；发展；对策  
        Abs t rac t：After  going through many years ’  tw is ts  and turns,  Chinese 
insurance indust ry  began to  resume complete ly  in  1980,  and assumed 
prec ious s i tuat ion o f  deve lopment  a t  top speed,  which made numerous 
insurance people a l l  over  the wor ld  be p leasant ly  surpr ised.  At  the beginn ing 
of  new century,  we ent i re ly  bel ieve that  insurance industry  wi l l  have a good 
s tar t ing po in t  in  China,  which is  accompanied by the re form of  market  
economy st ructure and soc iety  safeguard system and the f in ish ing of  
h is tor ica l  a f fa i r  that  China entered WTO. But  prob lem a lways fo l lows 
deve lopment  Chinese insurance t rade forms par t icu lar  pro fess ion system 
under  the in f luence of  cer ta in  h is tor ica l  reason and p lanned economy.  
Fac ing such a huge insurance market  in  China,  Chinese insurance indust ry  
re f lec ts  nat ive super ior i ty ,  in  the meant ime expose defect  and abuse in  f ront  
o f  v io lent  fore ign cap i ta l  insurance compet i tors .  The thes is  takes the 
surroundings Chinese insurance indust ry  faces in  21 century for  background,  
summar izes many aspect  reasons o f  se l f  and outs ide c i rcumstances,  
research new per iod ’ s  deve lopment  s t ra teg ies and ra ise re levant  so lu t ions.  
Key   words     China ’ s  insurance indust ry ;  WTO access ion;  development ;  idea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保险事业几经起伏，历尽挫折困难。改革开放使保险业重
获新生，风驰电彻的发展速度使保险业迅速成长为中国的朝阳行业。中国在其特殊的
历史环境和政治环境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市场及行业特征体系。  
         一、中国保险市场现状  
        1、中国保险市场潜在需求巨大  
         目前，国际上在分析保险市场的发展潜力时，普遍采用两个指标，即保险深度和
保险密度。据统计，一般发展中国家的保险深度为4%，人均保费一般超过200美元，
发达国家如美国为9%，而中国目前的保险深度仅为1.486%，人均保费为1.08美元，
这些数据一方面说明了中国保险业落后的现状，另一方面说明该产业在中国仍有着巨
大的发展力。  
         2、市场发展趋势  
        从世界保险业的发展看，其正在实施保险业发展的战略转移，即由非寿险业向寿
险业拓展，从某种意义上讲，非寿险的保源是有限的，而寿险的保源是无限的。中国
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如此庞大的群体的生老病死，都需要保险来提供保障服
务。可想而知，中国保险市场发展潜力的巨大。同时， 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发
展的良好态势，为保险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居民财富的积累与购买力的增强，
为商业保险积累了潜在的市场资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清楚地了解到，中国保险市场的潜在价值是难以估量的。在整
个国家，行业要发展的强烈呼唤下，保险市场的开发动力十足，而任务却艰巨，富有
挑战。  
        二、中国保险市场若干具体问题分析  
中国保险市场虽经历了多年的发展，但从本质上讲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换句话讲，我
国目前的保险市场是不成熟的保险市场，发育不良的保险市场。如果我们就当前保险
市场的发展进行认真地分析，就不难看出尚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加以分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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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得到解决，势必会给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带来阻碍，影响中国保险市场的健康发
展。  
         （一）市场问题  
         1、发展不良的中国保险市场  
         （1）从保险市场体系结构看，我国目前的保险市场体系结构还很不完善，离多元
化的保险市场体系结构还有很大差距。  
         首先，保险市场组织结构不完善。一方面，我国再保险市场发展滞后。另一方
面，我国保险中介市场尚未真正形成。我国的保险中介起源于保险代理人制度，构成
我国保险中介市场且代表保险市场发展方向的保险经纪人制度还处于起步阶段。  
         其次，保险市场功能没有充分发挥。目前保险市场功能主要体现在转移风险、消
化损失的补偿功能上，这也是指保险最原始、本质的功能。而在事前，对投保单位
（投保人）提供风险管理服务，减少社会损失的服务功能上体现还很不够。  
         （2）价格机制方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价格的上下波动是价格机
制的作用形式。在保险市场上，保险商品的价格即费率，是影响保险供求的重要杠
杆，也是保险市场竞争的重要手。例如，在人身保险方面，因为我国各公司计算依据
比较统一，所以在国内寿险产品费率竞争不很明显，但随着外国保险公司的进入，由
于其技术的先进，和管理经验的丰富，其设计的寿险产品，在费率上较国内寿险产品
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3）竞争机制方面  
         保险竞争是保险市场的基本特征。如果将保险业的竞争分为三个阶段，则第一阶
段是费率的竞争；第二个阶段是险种和服务的竞争；第三阶段要以险种的多样性、文
化品位、高素质的人才和服务的周全性来争取客户。目前我国保险市场上的竞争还处
在由“费率战”向“险种战”、“服务战”转化的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市场仍
处于相对垄断竞争状态，不利于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手续费标准执行混乱；保险专
利、知识产权的保护总是尚未解决，服务手段滞后。  
         2、险种的设计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市场对保险
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保险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为社会提供高质量服务的
基础。因此，产品的设计已成为保险业乃至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1）保险产品价格即费率厘定，难以科学、准确把握，潜在风险大  
        在我国现阶段，要掌握某一种承保责任的纯费率的参考统计数据还比较困难，因
为经验数据、统计资料缺乏，尤其是意外伤害和重大疾病的统计数据。即使有这些数
据，其可靠性也有待证实，因为过去乃至现在，我们的统计手段和方法都较为落后，
数据统计的准确性较差。  
         （2）保险产品雷同，针对性不强，组合性能差  
        目前保险市场上，各家保险公司主力险种多为类似，一般都是哪家保险公司推出
的险种销售状况较好，其他保险公司马上加以模仿，换一个名称，并在保险责任方面
略作修改后推出。因此，造成了保险市场上，许多产品似曾相识，雷同的多，虽然险
种有不少，但真正能供不同层次消费者选择的不多。而且大多主力险种为综合型险
种，无法进行自由组合，不能满足不同群体的个性需求。  
         （3）产品开发能力弱  
        产品开发是保险公司综合实力的体现，虽然各保险公司都意识到产品开发的重要
性，但由于自身能力不足，在保险产品开发上显而易见得力不从心。  
         3、从业人员素质偏低  
         （1）从业队伍整体素质偏低  
         随着保险业的迅猛发展，从业队伍不断壮大，一方面促进了保险业的发展，另一
方面，也带来了队伍建设的困难和压力。就目前这支保险从业队伍来看，人员学历结
构参差不齐；风险防范意识淡薄，业务只重规模不讲效益；对兼业代理人监管不力等
等，都构成了从业队伍整体素质偏低的主要因素。  
        （2）高级管理人才缺乏  
         中国保险业已成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面从目前的现状看，我国高级管理人才普遍缺乏，许多分公司一级
特别是支公司一级高级管理人员，不具备任职资格条件。  
        （3）保险专业技术人才奇缺  
         保险专业技术人才是保险企业经营管理的支柱，主要包括如下几类：风险管理人
才，精算人才，电子化人才，核保核赔人才，资金运用人才。从我国保险行业的现状
看，以上几类专业技术人才都非常奇缺，不能适应保险业发展的要求。     
        （二）中国保险消费者对保险的偏见和误区  
         实践证明保险是应付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但由于以下原因的存在，导致中国的
许多消费者对保险“疏而远之”、“恐而远之”、甚至“恨而远之”。  
         1、消费者对于保险的消费误区  
        中国自1959年停办保险业务以后，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没有商业保险的实践。
由存在决定意识的规律所决定，中国人的风险保险意识必然滞后。其次，一些保险公
司的营销员在展业中误导和欺骗消费者，有的保险公司在理赔中对于应当赔偿的保险
事故也是能拖就拖，能不赔就不赔，导致被保险人对保险“恨而远之”。  



        2、许多客户对保险的责任认识不够  
        许多客户对保险的责任认识不够，法律意识不足，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他们不能
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保险利益；另一方面正相反，个别客户不尊重条款，盲目争取保
险利益。  
        3、对保险公司、保险业的认识偏见  
        一些市民对于保险公司、保险业认识还存在偏见和认识上的误区。例如以为哪家
保险公司赔得越多，这家保险公司的服务越好。其实不然，保险公司不是一个简单的
收取客户保险费，然后支付赔款的“出纳员”，它必须遵守保险的“游戏规则”。又
比如，有人把个别营销员的问题当成整个公司、行业的问题，认为整个保险公司、整
个保险行业“一团漆黑”，这些都是认识上的误区。  
         （三）中国保险业面临的新问题  
         加入WTO，对于我国保险业的长期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但从短期看，
外资保险公司越来越多参与竞争，将对我国保险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我国保险业将
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保险市场客体结构面临挑战，市场结构上的缺陷也将进一步暴露，面临再保险
市场被别人垄断，被动经营的局面在我国迅猛增长的保险市场中，作为转移保险风
险、稳定保险企业自身经营的再保险市场发展严重滞后，缺乏相匹配的转移风险的再
保险市场。即中国有发育较快的直接保险业务市场，而与之相适应的转移风险的再保
险市场却很不完善和健全。一旦再保险被人垄断，国内业务就只好让外国公司牵着鼻
子走。  
        2、人才流失将趋于频繁  
        在人才竞争方面，国外保险公司凭借自己的优势，选挖国内各种优秀的保险人
才，势必带来挖掘人才大战。从整个保险市场看，专业人才的流动属于人才资源的合
理配置 ,对市场的培育不无益处，但客观上对本来就人才不足的民族保险公司造成影
响。外资保险公司先进的机制和优厚的待遇，会使民族保险公司的人才大量流失。  
         三、 进一步开放保险市场的若干思考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民族保险业应该如何应战？我们认为既不能悲观，也不
能轻视。面对新的形势，民族保险业如何积极、主动地融入保险市场国际化进程，趋
利避害，促进民族保险业的飞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苦练内功，深化改
革，强化自身素质是唯一的选择。  
        （一）转变观念，迎接挑战  
         1、对于保险市场的开放，采取“适度逐步开放”的态度  
        国家在保险市场开放上应有个逐步拓展的过程。要消除在保险市场开放上的一些
模糊意识，对于保险市场开放，我国一直存在着“鲶鱼效应”与“沙丁鱼效应”的争
论。事实上，我国保险市场不应被动开放，不应为开放而开放，而更应采取审慎的态
度和措施，提高进入我国保险市场的外资保险公司的资格标准，使真正代表国际一流
保险经营能力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以促进中国保险市场的集约化发展和带动民
族保险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  
        2、要着力加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加速培养和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管理人
才  
         保险业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各行各业，需要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和综合
性人才，这些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累积的进程，要因地制宜地多途径进行保
险人才的培养。一方面，应加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培养教育和现有员工的在职培
训。另一方面，要改革现有用人用工制度，全面推行竞争上岗制度，探索对干部员工
长期激励的制度，创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  
        3、加强和完善企业文化建设  
        民族保险企业对中国文化传统、人民所需求的以及对市场的熟悉程度，是外国企
业在短期内无法比拟的。保险企业是否熟悉其进入的保险市场的文化，是十分关键的
成功条件。企业文化渗透到保险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层面，并影响每一个员工的工作
热情和效率，是形成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手段。  
        （二）建设“国民保险意识”工程  
        中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但与国外先进国家的保险发展水平相比，
还相去甚远。希望在一朝一夕或短时间内赶上这个发展水平，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因
此，“国民保险意识”的整合工程，也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我们要做的，就是
从最细小的动作开始，从国民保险知识的普及入手，推进“国民保险意识”工程建
设。  
         1、媒体宣传应从正面着眼，强调保险对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昭示保险的辉煌未
来，多为保险做些帮扶解困的工作新闻媒体报道的方向性决定了对保险业发展正负效
应。如果报道客观详实，数量密集，引导正确，就会对保险业发展产生正面效应。反
之，如果不从关心保险的角度出发，一味追求所谓“新闻正义”，满足读者的猎奇心
理，刻意暴露“阴暗面”，就会对保险发展产生负效应。  
         2、保险业界应该树立正确的宣传导向，使保险真正走入老百姓心中  
        坚持正确的宣传方向，宣传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解释老百姓最关心的疑惑。要
切切实实了解老百姓的感受，同时给他们灌输正确的保险消费理念，使他们对保险产
生真正的兴趣。在宣传企业时，我们应告诉老百姓：当年受理了多少赔案，赔付金额
有多少；自下而上给付件数多少，给付金额多少等等。让每个人都明白，保险是他们



的护身符，保险是他们防范风险的坚强后盾。  
        3、把保险教育逐步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  
        我们有必要早做准备，将保险教育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中来。一是“保险从娃娃
抓起”，使目前所有的青少年都懂一点必要的保险知识；二是加强保险法制教育，增
强社会公众的保险法制观念；三是有条件的大学开设保险系或者保险专业，增加保险
专业从业人员及研究人员队伍。  
        （三） 保险开放中的“引进来”与“走出去”的问题  
        根据世界各国经验，发展外向型经济，真正实现国内保险市场与国际保险市场接
轨，在引进外资保险机构及其经营技术一定时间后，必须同时向海外投资，建立海外
保险机构。也就是说，建立开放型的保险市场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引进外资保
险机构及其经营技术和管理方法，又要到海外直接投资，建立海外保险机构。因此，
“引进来”与“走出去”是发展中国保险业的两个方面，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建立海外保险机构既有风险，也是一种机遇，这种投资方式对投资国和东道主都
具有积极的影响。首先，在海外建立保险机构，可以获得在中国所不能得到的保险资
源和先进的保险经营技术，并且这种资源和技术的供应价格相对便宜，供应数量相对
稳定。其次，在海陆空外建立保险机构，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具有积极的影响。跨国保
险经营不仅可以扩大保险产品市场，获得质量高、信誉好的保险产品，还可以使中国
的传统文化和消费习惯在世界上得到更好的理解，发展友好的国家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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