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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险业作为金融业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在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目前，我国保险监

管还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对策是：加快保险监管法制建设，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从机

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辅助作用，培育保险市场的自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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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保险监管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尽管我国保险业已经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但由于严格意义上的保险监管历史较短，保险市场

发育也远远未达到成熟的阶段，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保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从外部环境说，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机制作用日益加强，尤其是加入 WTO 后，

我国对外开放及与国际接轨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原来的监管制度有些跟不上形势需要。  

    

  1.1 过度监管与监管不足并存  

  长期以来，中国保险监管一直存在过度监管和监管不足的问题。在目前监管体系中，与过度监管同时

存在的是对偿付能力和经营风险等关键领域的监管不足。中国保险市场起步晚，受经验和水平所限，对保

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经营风险监管尚处于初级水平，已经制定的有关监管制度大部分还停留在纸面上无法

实施。这种状况表明我国的保险监管还存在较大缺陷，还没有建立成熟完善的判别风险和化解风险的机制。  

    

  1.2 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与金融开放的矛盾  

  中国目前采取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和信托业之间分业经营的原则，但随着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国内保险业、银行业与证券业等金融机构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相互渗透的趋势在不断加强。然而，银行、

证券、保险之间业务的趋同性与可替代性，削弱了分业监管的业务基础。表现在监管交叉增加了监管成本，

当不同金融机构业务交叉时，一项新业务的推出需要经过多个部门长时间的协调才能完成，而当不同监管

机构对于同一业务的风险控制和管理意见存在较大分歧时，就会产生较高的协调成本；监管真空不断出现。

交叉性的业务很有可能成为监管真空地带，尽管中国保险业于近期进行了大量的监管制度创新，但这些创

新仅是对旧的监管制度进行了补充和一定程度的调整，改革是不彻底的。在中国保险市场自身的发展要求

与中国加入 WTO 以后国内市场竞争和国际的双重压力下，进一步完善中国的保险监管体系已迫在眉睫。  

    

  1.3 监管透明度需进一步提高  

  无论是从维护市场的公平和效率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角度出发，保险监管都应当努

力提高市场透明度。第一，保险公司的经营情况和处罚情况不对外公布，经营不善的或违规操作的公司可

以继续在市场中生存下去。不知情的公众也依然去购买其产品，无形中对业绩优良、守法经营的公司构成

了一种损害，市场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机制难以发挥作用，长此以往，其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要么

好公司也变坏，要么好公司退出市场。第二，没有正规的信息披露渠道，社会公众无法及时、完整地从权

威、中立的机构或媒体获得关于公司、产品和市场情况的重要信息，只能听信保险公司和业务人员的一面

之词，必然助长误导宣传大行其道。第三，监管部门工作制度不够透明，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对法律法规

制定过程的参与程度不高，增加了监管的成本和市场主体的经营成本。  

    

  1.4 监管体系与法律建设相对落后  

  从国外许多国家保险监管的实践来看，一个健全的保险监管体系，仅仅有国家保险监管机构的参与是

不够的，还必须有保险行业协会、外部中介机构以及社会舆论等部门的参与。目前，我国在这方面做得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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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欠缺。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自从《保险法》第一次修订以来，我国保险业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

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这些问题不利于我国保险业做大做强，而且规范和约束保险监管机构及工作人员行

为的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善，如《保险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个人代理人管理办法》等迟迟未能出台，日

常监管中常常出现无法可依的现象，不利于保险监管权威的树立。  

    2 完善现阶段我国保险制度的建议 

   2.1 加快我国保险监管法制建设的步伐  

  我国保险立法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我国加入 WTO，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国内保险市场的速度

也在加快。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国应当积极发挥保险监管在竞争秩序方面的监管作用，尤其要关注对垄

断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的监管，完善保险业经营失败的救济制度，从而构建有序竞争的市场秩序。  

    

  2.2 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  

  尽力做好三大监管机构的协调和分工，通过立法形式使金融监管联席会议法制化，建立日常监管的交

流与合作机制，建立信息交流与共享机制，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应建立监管制度，引导和鼓励银行、证

券、保险经营部门业务方面的相互融合，并构建主体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监管体系。  

    

  2.3 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辅助作用，培育保险市场的自律机制  

  中国的保险业要维护好保险市场的正常秩序，保证市场的均衡、健康发展，单靠目前保险监管机关力

量是不够的，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行业的自律作用，形成监管的整体合力。强化行业协会的基本职能是市

场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各地保监办在指导行业协会制定《章程》时，应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扩

大其职责范围为维护行业的利益，协会应参与制订行业发展、改革的决策论证，做好行业的代表为实现有

序竞争，协会应当制订行规行约并监督会员单位依法经营，做好保险监管机构的助手为促进行业发展，协

会应当以各种形式向会员单位提供各方面的服务，做好企业的参谋为增加保险企业的透明度，协会应与社

会舆论和公众的沟通，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