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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功能 

 

 

在历史上，保险的功能曾长期被界定为经济补偿。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有关保险的研究是被排除在

金融理论的视野之外的。进入 20世纪以后，随着聚集和使用的资金规模越来越大，保险业日益显示出其在

媒介储蓄和投资方面的重要作用。基于此，保险的资金融通功能受到重视。 20世纪末期以来，随着保险

覆盖范围的扩大和对社会经济渗透程度的加深，它在管理经济和稳定社会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因此，有

关保险业社会管理功能的探讨成为国际理论界的热门话题。 

    中国的保险业虽然尚处于发展的初期，但是，全面研究保险业的各种功能，显然有助于我们迅速追赶国

际先进水平。 

  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是同它的经济补偿功能和资金融通功能同时实现的 

  尽管保险的诸多功能的显现在历史上是个继起的过程，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是在

它实现经济补偿和资金融通的功能过程中同时实现的。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一点： 

  1.分担国家的社会保障负担。保险虽然是一种商业行为，但是，在客观上，它能够发挥社会保障的功

能，从而减少政府在这方面的费用。社会保障、社会安全这些事情应当由政府来做，但是，政府做的事情

应当有一个界限，做多了，可能会培养出一个懒惰的社会，降低效率，如北欧国家那样，如果不做，当然

也是失职。显然，这里面不仅有一个界限问题，而且存在一个如果政府不去做，用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去代

替它的问题。我想，保险业就能够非常有效地发挥这样一种作用。因为保险业可以通过市场化的途径来聚

集资金，并通过“今天为明天、多数人为少数人、健康人为病患者”的资金使用机制来为投保者提供社会保

障。 

  2.加强风险管理的有效性。风险管理是我们金融业最核心的一项任务。更广义地讲，我们整个社会管

理的职责就是要发现风险并管理风险。应当说，我们过去在发现风险、掌握风险、分析风险这些方面做得

是很不够的，而保险业弥补了这些缺陷。我记得保监会吴定富主席经常举一个例子，说的是，对于一座楼

的消防设施，是消防队更在意呢，还是保险公司更在意。无疑，保险公司比消防队更在意，保险公司也更

为了解这座楼里的保险设施的状况及其是否正常。相反，消防队很可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大而化之，因

为，消防队往往是在事情发生了之后才去解决它的，而保险公司则必须防患于未然，因为这与它的经济利

益相关。这是一个出于自身利益而去追求社会利益的典型例子。保险公司对社会管理和社会安全的贡献，

都可以从这个例子中找到解释。对于社会稳定和社会管理来说，如果存在这样一类机构，它们不要国家拿

钱，但却非常主动、自觉、仔细地去研究风险所在，它们对社会管理的贡献肯定是非常大的。保险业就是

这样一类机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大大提高了我们认识和管理风险的能力。 

  3.提供处理社会应急事件的手段。任何社会都会产生一些意外事件，因而，都须掌握一系列处理意外

事件的手段。我们不妨看一看近几年的一些处理得好和处理得不好的事件。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

件算是处理得不好的一个事件。事件发生之后，整个社会应对无措，其负作用直至现在还没有消除。处理

得好的也有一些，比如，美国航天飞机爆炸事件和“9·11”事件。我觉得，美国的“9·11”事件的处理非常值得

研究。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社会的运转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实属不易。受到影响最大的当推证券交

易所，但 5 天之后也开业了，诸如挤兑之类的问题并没有发生。当然，这是美国社会运转高效率的体现，

但是，资料显示，强大且无所不在的保险机制功不可没。因为受到损失的人很快就获得了应有的补偿。这

是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体现。我们中国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比如说 1998年的洪水，再比如说 2003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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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SARS发生之后，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但研究之下就可发现，我们的应急措施还不够，这当中

既包括公共性的部分，也包括商业性的部分。这里说的商业性应急措施，主要应由保险业来承担。当然，

在我们缺乏应急机制的情况下，在应对 SARS时，我国保险业做得还是相当好的，及时推出了一些对应险

种，从而迅速稳定了社会。这里体现出的社会管理功能无论怎样强调都是不为过的。 

  4.作为稳定金融体系的真正的机构投资者。最近，中国资本市场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之一是它的稳定

功能问题，其中议题之一是发展机构投资者。大家知道，我国资本市场的缺陷之一就是缺少机构投资者。

所以，几任证监会主席都提出发展机构投资者的设想。多方努力之下，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得到的结果

就是基金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这里就有问题了。我们知道，发展机构投资者的核心思想是要在资本市场上

引入一个不同于散户的、不同于以投机为主的稳定的投资者，借以稳定市场。基金是不是这样一种机构呢？

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基金固然是近 20年来发展比较快的机构投资者，但它在稳定市场方面的功能并不

显著。所以，早在几年前，我们就曾写过一些影响很大的文章，对投资基金的所谓稳定功能、跑赢大势等

功能表示怀疑。 

  从根本上说，作为稳定市场中流砥柱的机构投资者，必须与散户有不同的资金来源，有不同的投资目

标，对资产负债表有一套不同的管理理念。这样看，惟有保险公司及养老金之类的机构，才会有不同于散

户的行为。像保险公司这样的机构，它可以而且必须考虑一个长时期的事情，必须在很长的时间跨度上考

虑问题，可以不因市场的一时一事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投资行为，从而才能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稳定市场

的作用。保险所以有这种功能，基本原因就在于它有相当稳定并可长期使用的资金来源。这是它发挥稳定

经济社会功能的重要原因。 

从上面几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功能是从来就有的，只不过，它是在实现补偿功能和资

金筹集功能的同时发生的。有时候它不被人意识到，但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日益凸显 

  经济越发展，保险业就越发达，它的社会管理功能就会越发显现。保险业对于经济发展的依赖性，相

信不用过多解释，没有经济的发展，绝无保险业的发展。在保险业大发展的过程中，它的社会管理功能也

日益凸显。 

  如果我们要看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相对地位的变化，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观察金

融资产结构的变化，因为，每一类金融资产都对应着一类金融机构或金融活动。通常使用的指标有四个，

即无风险资产（银行存款、短期政府债券等）、风险资产（主要是股票）、保险资产和债券。我们研究了

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情况，资料显示，这些国家的居民所持有的无风险资产比重是稳步下降的。这

说明银行业务，特别是传统的银行业务，在这些国家是逐步萎缩的。风险资产的情况也基本相仿，比重也

呈下降趋势。即便在美国这样的资本市场非常发达的国家，情况也是一样。债券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比

重有升有降。然而，惟一稳步提高的就是保险所占的份额。这说明什么问题呢？一方面，它说明越来越多

的居民将自己的储蓄投放在保险公司里，从而进一步证明保险业筹集资金功能的加强：另一方面，它也说

明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功能同样在增强，因为大家都依赖保险公司来满足自己的越来越多的保障需求。 

  其实中国也有这种例子。我们采用横剖面资料，就发达城市和不发达城市进行比较，可以清楚地发现，

就保险业的发展程度而言，一定是发达城市高于不发达城市。这是因为，经济发达了，人们才认识到保险

的重要性，才需要用保险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集补偿、投资和保障为一体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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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越发达，人们对保险的需求越强烈，这一事实其实包含着非常深刻的社会道理。这不仅说明经济

的发展程度越高，人们对社会管理和社会协调的需要越迫切，而且说明在以国家无偿支出为主的社会保障

体系和以自愿的以商业原则为基础的保险业之间，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我们不妨看看发达国家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一种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

保障体系。国家包揽了一切，一方面固然给了居民很大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国家为了筹措资金，必然征

收非常重的税。同时，由于国家包揽一切，社会上滋生了懒惰之风，越来越严重地损害了社会的效率。鉴

于此，自上个世纪的后二十年开始，世界各国都在改变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方向基本相同，就是

用保险这种商业合约的方式自愿积累个人账户，取代那种一边是高税收、一边是无偿支出的模式。说到底，

社会保障体系的这种变化，就是从传统的那种政府收钱、政府花钱的模式，转变为全面沿用保险的原理，

自己掏钱、自己来保护自己的模式。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充分地显现出来。 

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还是在与其他经济和金融活动密切结合中日益拓展的。还是举例说明。我们最近在研

究抵押贷款证券化的问题。通过细致研究发现，从发生抵押贷款到证券化、直至证券资产的流通，在整个

漫长的资产结构变动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有保险机制的参与，而且，正是保险的参与，使得这样一个复

杂的过程才能得以顺利推进，使得原先并不受人欢迎的资产提升为被市场追捧的证券产品。我们为什么要

推行上述被称为“结构性金融”的金融措施呢？这是因为它的拓展关系到民生，而关系到民生的事情自然是

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可以说，正是因为保险业进入了这样一个民生行业，才使得这个行业有了社会管理

的功能。 

  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是在保险理念向其他的经济和金融领域拓展的过程中日益被认识到的 

  1.保险业特殊理念的推广 

  两年前，我的一名博土生做了一篇关于资产管理的论文。该文的核心观点是：风险是一种稀缺资源，

而金融业的所有任务，都可归结为去发现这种稀缺资源。我认为这个立论很好，因为它可以廓清很多糊涂

观念。众所周知，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整个金融界都在谈论如何防范与化解风险，而我们监管当局推出的

一系列措施，几乎等于要求业界去从事无风险经营。要求金融业无风险经营是做不到的，要彻底消灭风险，

那就更做不到；如果做到了，金融业也就消亡了。金融业所以产生，就是因为实体经济中存在大量风险，

金融业所创造出的所有工具，从存款、贷款，到股票、债券，并不是要消灭这些风险，而是为了管理这些

风险。因此，金融业的所有能事，都可以归结为：发现风险，并创造一种金融工具去管理这种风险。 

  在无风险经营那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在我们经济生活中大行其道的时候，这位博士生提出风险本身是一

种值得追求的稀缺资源的观点，应当说是可贵的。我同她讨论观点的来源，她告诉我，这个观点源自保险

业。在这个意义上，保险业确实同其他金融业不同：因为有了风险，保险才得以产生；可以说，保险产品

的创新，保险业的发展，就是在不断发现风险的过程中实现的。 

  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保险的这种先见之明就体现出来了。我们知道，所谓风险，指的就是不确定性，

任何事情只要存在两种以上可能的发展结果，就应当说其中存在不确定性，存在不确定性就有风险，有风

险就得想办法，就得创造金融产品去管理这种风险。守着资金而不发放贷款固然没有风险，但经济怎么去

发展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还要养几百万人从事金融工作呢？我们为什么还要这个不断生产那些饥不能

食、寒不能衣的产品的金融业呢？保险业绝不会因存在风险而踟躇不前；相反，越是有风险的地方，保险

业越是活跃。你那儿有风险吗，好的，我卖个保险产品给你。你买了这个产品，在你出事的时候，我替你

补偿。保险业一开始不就是这样产生的吗？毫无疑问，将保险业的这个理念引入其他金融业之后，必将在

那里引起革命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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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确实如此。在最近的一次研讨会上，很多中外专家都谈到信用的保险问题。其前提是，现在银行

发放了大量贷款，在流动性出现问题时，它本应调整资产负债表，或者将之出售，但是，出于各种考虑，

银行通常都不愿这样做。金融工程专家说了，可以呀，我们出售 CDO（资产组合抵押债券）就可以了，它

可以使得银行在出售这部分资产的风险的同时，又将该资产保持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中。讨论过程中，好

几位中外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这些事实上都是保险公司要做的事，无非现在改由银行自己做了。这

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它告诉大家，风险是个奸东西，问题就在于你要正确地认识风险，并设法创造出一

个金融工具来合理地管理它。这里所说的 CDO，在国际上也是最近十年才推出的，它是用保险的原理来管

理和防范信用风险的绝妙例证。 

  显然，几乎所有的金融领域都应当用保险的这样一些理念来进行改造。这样做，无疑提高了我们的认

识水平，使我们回到一个真实的世界来认识问题。原来，整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也就是充满了风险，

我们所有的任务，无非是要创造工具来管理这些风险。这个产生自保险业的理念，对于稳定金融体系、稳

定经济体系，进而稳定社会、管理社会，无疑是非常有用的。 

2.中国保险业的社会管理责任：为改革提供安全网 

  我们的经济制度正面临转轨。这个转轨过程相当复杂，而且会引致相当大的摩擦和社会成本。 

  要让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能够顺利推进，我们需要有一个社会安全网。国家有责任提供安全网，

保险业也有责任提供安全网。比如农村的保险问题、农业的保险问题、农民的保险问题，这些东西都已经

十分突出了。我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整个的大战略、城市化的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发

展成为世界的制造业工场等所有这些战略都不能够顺利地实施，我们一些宏伟的目标就不能实现。因此，

国家应当提供以财政性资金为支持的安全网，同时我们还要建立商业性机制来提供安全网，后者正是我们

保险业的责任，这就是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 

  3.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路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人口问题。中国已经老龄化了。材料显示，我们可能

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法国老龄化用了 115年，美国用了 60年，英国用了 40年，据研究，

中国好像只用了 20年。 

  老龄化社会就有老龄化的问题，社会管理的任务自然更加突出。从金融角度来说，我们的金融结构要

变化，要提供一些产品来适应老龄化的需要。我们知道，中国的家庭结构是一对夫妻一个孩子，以后你指

望不了孩子。以前说“养儿防老”，现在不可能了，今后的事情要靠自己。即便是社会保障，对于全社会来

说，那也是杯水车薪。总之，养老要靠自己的力量了。既然如此，就有一个选择什么金融工具来满足养老

需要的问题。在现有的这些工具中，存款行不行？绝对不行。现在存款的最长期限是 5 年，而我要的是 30

年后的保障。股市行不行？也有问题。它是那样的不确定，如果恰好在我需要资金的时候，股市急剧下跌

怎么办？它显然靠不住。还有什么金融工具能满足我的需要呢，那就只有保险了！从根本上说，保险这种

筹集长期资金和长期使用资金的模式，能够充分满足人口老龄化对资金积累的需要。 

  发达国家的居民之所以大量地把钱从股市上和银行里撤回，拿到保险公司去买保单，就是因为这些国

家都老龄化了，而且它的人口出生率为负，根本不可能靠子女来养活自己。我认为，鉴于中国已经走上人

口老龄化之路，加速发展保险业就更加具有紧迫性。因为，我们需要保险提供社会管理功能，来应付这种

前所未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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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无论是从一般道理分析还是从中国目前面临的实际问题来看，保险业存在社会管理功能都是无

以置辩的事实。因此，充分注意发掘并发挥这个功能，中国的保险业一定会有更加灿烂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