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会首页 | 学会新闻 | 专题报道 | 保险要闻 | 学术动态 | 海外保险 | 保险数据 | 保险访谈 | 保险知识 | 保险史话 | 保险案例

调查报告 | 法律法规 | 保险博客 | 杂    志 | 图    书 | 文    集 | 论    文 | 课    件 | 课题项目 | 教育培训 | 消费问答

首页 >> 新闻 >> 学会新闻

“中国寿险发展与监管高层研讨会”在上海举办

 证券时报 2009-11-10   我要评论 

  2009年11月6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办，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办，麦肯锡公司协办

的中国寿险发展与监管高层研讨会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来自央行、金融监管机构、财政部、各寿险公司、养

老险公司、健康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银行、国际金融集团、国际再保公司、学术机构等单位超过

200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期间，保监会主席助理陈文辉先生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上海保监局党委书记孙国栋，局长马学平出

席了本次论坛。来自保监会、上海市政府、财政部、国际咨询机构麦肯锡、国内投资银行中信证券、瑞士再保

险、汇丰集团、中国人寿、太平洋保险、中国平安、新华人寿、招商信诺的代表分别从监管者、税收政策、独

立咨询机构、资本市场、全球市场、银保合作、创新实践不同视角对中国寿险业过去取得的成绩进行了客观总

结，对寿险发展和监管中的重大战略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对中国寿险业深化结构调整、充分发挥长期储蓄和

风险保障的核心优势、为国家经济增长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中国保监会主席助理陈文辉先生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他认为这次会议是在关键时刻召开的重要会议，当

前要认真反思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一年多来的深刻教训，总结寿险业结构调整一年来的经验和成效，研究促进寿

险业科学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为今后一个时期寿险业发展和监管工作指明方向。 

  陈文辉指出，要充分认识寿险业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中国寿险业正处于发展中的重要转折时期，保费收

入增长全球最高，2002-2008年寿险保费收入年均增长28%。中国已逐步成为令世界瞩目的新兴寿险业大国，

2008年中国寿险保费收入的国际排名达到第6位。保险公司实力不断增强，无论是个体还是总和，中国保险行业

的上市公司市值已经居于全球领先的地位。寿险公司已经成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和投资标的，对于资本市场起

到了重要的稳定器作用。尽管如此，保险业资产占金融业资产的比重2008年底仅约为5%，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

比明显偏低，中国保险业特别是寿险业还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 

  陈文辉要求，寿险业在快速发展中要正视面临的挑战，继续坚定不移地调整结构，提升行业可持续发展能

力。2006-2007年，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加上保险公司追求规模增长的冲动，带动投资型保险业务超常发展，使

经由银行渠道销售的投资型保险业务迅猛增长，而体现寿险业核心优势的风险保障型和长期储蓄型业务发展比

较滞后，寿险业务结构失衡，寿险核心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到了2008年上半年，行业发展出现过热的迹

象，面临着大起大落的风险隐患。针对寿险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保监会在认真分析形势的基础

上，2008年8月起果断采取了统一行业思想、加强窗口指导、强化偿付能力监管、政策引导、建立科学评价体

系、加强前瞻性研究等一系列应对措施，引导寿险业主动进行结构调整，回归保障本质，防范风险。目前，结

构调整工作推进顺利，成效明显，寿险业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低迷的影响，整体偿付能力充足，财务

和经营比较稳健，风险基本可控，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2009年1-9月，我国寿险业总保费收入6249亿元，同比

增长4%，资产规模3.1万亿元，利润总额369亿元。前七大寿险公司新业务价值总和达到358亿元，同比增长

40%。 

  陈文辉强调，寿险业未来的发展和监管要明确三个战略性问题。一是要准确定位，充分发挥行业核心优

势。准确的行业定位能保证行业社会价值的实现、核心技术优势的发挥和核心业务的明确。人寿保险的核心优

势在于其长期储蓄和风险保障功能，结构调整就是把行业发展方向调整到长期储蓄和风险保障类业务上来。充

分发挥人寿保险的核心优势，一方面可以将民众手中的流动性储蓄部分转化为长期保险资金，向基础设施建设

等项目提供长期融资，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可以为民众养老、医疗、意外等提供风险保障，减轻民众在

社会保障方面的后顾之忧，从而释放银行储蓄，增加居民消费支出，改善GDP增长结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二

是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监管关键是把握住大的方向。从金融行业来说，必须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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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依靠实体经济发展的大方向;而保险行业发展的大方向，则必须坚持服务于全社会的风险管理，为全社会提

供可靠的各类风险保障和养老、医疗保障;保险监管必须确保保险行业不偏离正确的发展轨道，从源头上防范行

业出现系统性风险。推进结构调整就是一种宏观审慎监管的实践。三是要大力创新。中国寿险业的发展，每一

步飞跃都离不开创新，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创新是应对危机、抢抓机遇的有效手段。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发展赶

超，才能转变发展方式，才能培育新的增长点。寿险公司应坚持开拓创新的文化，大力推进渠道创新、产品创

新、服务创新和管理创新。保险监管部门将以最大的宽容度来支持创新。 

  关于明年的寿险工作，陈文辉指出，一是要坚持把握寿险行业大方向，进一步统一对行业定位和科学发展

的认识。二是持之以恒地推进结构调整，促进寿险行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三是强化监管力度，严格执行偿付能

力监管规定，贯彻《保险公司中介业务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加强对银行保险的检查和处罚力度。四是争取相

关税收优惠，支持上海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以利于充分发挥长期储蓄和保障功能。 

                                                                            责任编辑：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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