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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业的现状、问题及原因分析 

摘要：起步较晚,开发程度较低;规模较小,有效供给不足;国外保险公司以合资或独资等多种形式进入中国保

险市场,这是目前中国保险市场的现状。管理模式落后,经营机制陈旧;产品结构单一,缺开发体系;保险法规滞

后,这是问题所在。原因在于消费者保险意识滞后,保险品种单一,专业人才缺乏,市场监管薄弱。  

  关键词：可保风险 保险同构 保险承保 保险理赔  

    

  加入 WTO,意味着中国保险业要与国际保险市场全面接轨。而目前中国保险业的现状却不尽人意,还存

在诸多问题。本文立足于中国保险行业的现状,探讨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试图为中国

保险业的稳健发展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  

    

  一、中国保险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自 1980 年中国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行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据保

监会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年保险业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9784.1亿元,同比增长 39.1%,是2002

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其中,财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2336.7 亿元,同比增长 17%;寿险业务原保险保费

收入 6658.4 亿元,同比增长 49.2%;截止 2008 年末,中国保险市场主体由 2007 年的 120 家增加到 130 家,保险

专业中介机构 2445 家,兼业代理机构 136634 家;保险业总资产 3.3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15.2%。保险行业在优

化资产配置,化解投资运作风险,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中国保险业的现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中国 50 个城市和地区保险市场进行调研,调查内容包括:

保险市场容量与潜力分析,保险产品购买动机,保险产品销售渠道,客户满意度,市场竞争状况等。结果显示中

国保险业的现状有以下三个特点:  

  1. 与世界同行相比,中国的保险市场起步较晚,开发程度较低。但发展迅速,保险市场尤其是城市保险市

场的潜在需求巨大。  

  2. 中国保险产业规模较小,有效供给不足。与风险种类繁多这一现实相比,所提供的险种单一,保险公司

的业务主要集中在有限险种的经营上,保险产品同构现象十分严重。  

  3. 中国加入 WTO 后,将有更多的国外保险公司以合资或独资等多种形式进入中国保险市场,国内的保

险企业将面临外来竞争和自身发展的双重压力。  

  (二)中国保险业存在的问题  

  1. 管理模式落后,经营机制陈旧。中国的保险业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经营方式,重规模不重

效益,贪大求全,专业性不强,缺乏客户至上的服务意识,没有高效的资金运营渠道和手段。  

  2. 产品结构单一,缺乏产品开发体系。险种开发无论从速度、数量还是从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3. 专业人才欠缺,而又不注重培训储备,势必会给未来的竞争带来被动。  

  4. 保险法规有待完善,虽然《保险法》己于 1997 年颁布,但原则性的东西多,细则性的东西少,在操作上

尚有许多盲点,不能满足保险业稳定发展的需要。  

    

  二、中国保险业现状的原因分析  

    

  (一)保险意识滞后。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消费者现有财富的增长和风险总量的提高,使消费者对保险

的需求不断增加。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承担风险的主体逐渐从政府转移到企业和个

人。实践证明,保险是应对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但由于中国自 1959 年停办国内保险业务以后,在长达 20 年

的时间里没有商业保险的实践,因此,中国人的风险意识滞后,保险观念单薄,这是保险行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

问题。  

  (二)保险品种单一。伴随着全新的、供人们精神享受和物质享受商品的出现,新的风险也应运而生。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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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飞机在带给人们快捷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飞机失事所导致的巨灾风险等。此外,随着新体制、新规则的

制定,新环境的出现,也将产生许多新的风险因素。如责任风险、信用风险等。面对风险种类的迅速增加,我

国保险业所提供的险种却十分有限。例如在寿险行业中,各大公司都在拼命争夺、抢占少儿险市场;在财产险

上,各公司的竞争也主要集中在财产、车辆、货物运输等少数几个大险种上。  

  (三)专业人才缺乏。保险业的特殊经营方式产生了对展业、精算、承保、投资、理赔等特殊人才的需

求。各种专业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而我国停办国内保险业务达 20 年之久所带来的一个直

接严重后果是保险人才培养的断层。保险公司的培训水平很有限,相应的院校师资力量薄弱、素质不高、教

材陈旧、教学手段落后等问题,都使得保险业的人才不能很好的满足快速发展的需要。据调查,由于一些保险

营销员缺乏职业道德,缺少相关知识,致使在推销保险产品时出现误导陈述、保费回扣、恶意招揽等违规、甚

至违法现象,极大地损毁了中国保险业的声誉。  

  (四)监管力度薄弱。保险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它遍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保险经营是以大数法则为其数

理基础的,保险定价需要非常专业的知识和技术,而这些技术是多数投保人不了解的。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

需要政府对保险业加以监督管理,以保障投保人获得合理的保障条件和费用支付条件。  

  在保险业务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保险监管制度却明显滞后。由于监管不力导致中国保险市场秩序混乱,

如乱设保险分支机构和保险中介机构、保险公司或中介机构资金管理松弛、公司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和恶性

竞争严重等,这些都是中国保险行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总结  

    

  伴随着新兴产业的腾飞、高新科技的发展、世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保险行业的经营环境发生

了显著变化。在中国保险业发展面临良好机遇和广阔前景的同时,也承受着深化保险体制改革和不断创新的

压力,保险公司将被推置于富有挑战和激烈竞争的保险市场之中。文章通过对中国保险行业的现状和存在问

题的分析及探讨,指出了我国保险行业需要解决的问题,明确了未来前进的目标。中国保险业要想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保持良好的竞争势头和快速的发展步伐,健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改革以及整顿和规范保险市

场的经营是势在必行的。中国的保险市场潜力巨大,人民的保险意识逐渐增强,保险行业日益规范,保险保障

更加健全,中国保险业将分阶段、有步骤对外开放保险市场,这是时代的呼唤,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相信

通过不断地研究和努力,我国的保险业一定有一个更加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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