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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保险中介越完善，保险市场越发达。保险中介市场的发展水平对一国的保险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文章浅

析了目前我国保险中介市场的概况，分析了目前我国保险中介市场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 些 完 善 我 国 保 险 中 介

市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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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我国保险中介市场的概况

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全国共有 保 险 专 业 中 介 机 构２５５０家，兼

业代理机构１８．９９万家，营销员３３０余万人。全国保险公司通

过保险 中 介 渠 道 实 现 保 费 收 入１０９９１．１４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１９．９８％，占全国总 保 费 收 入 的７５．８０％。全 国 中 介 共 实 现 业

务收入９７０．８１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０８％。

（一）保险专业中介机构

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全国共有 保 险 专 业 中 介 机 构２５５０家，比

上季度末增加４家。其 中，保 险 代 理 公 司１８５３家，保 险 经 纪

公司３９２家，保 险 公 估 公 司３０５家，分 别 占７２．６７％、１５．３７％

和１１．９６％。全国保险 专 业 中 介 机 构 注 册 资 本 达 到９０．８０亿

元，同 比 增 长２４．３３％；总 资 产 达 到１３５．９１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２６．７７％。

２０１０年，全国保险代理 公 司 和 保 险 经 纪 公 司 实 现 保 费 收

入８４４．６４ 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４７．２７％；占 全 国 总 保 费 收 入

５．８２％，同比上升０．６７个百分点。

２０１０年，保险专业 中 介 机 构 实 现 业 务 收 入１１８．４０亿 元，

同比增长３２．６９％；实现净利润８．１５亿元，同比增长７１．９４％。

（二）保险兼业代理机构

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全国共有保险兼业代理机构１８９８７７家，

比上季度末减少９５６４家。

表１　２０１０年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数量情况

类型 银行 邮政 铁路 航空 车商 其他 合计

数量（家）１１３６３２　２４８４５　 ４３５　 ２１７１　 ２３８５９　２４９３５　１８９８７７

占比（％） ５９．８５　１３．０８　 ０．２３　 １．１４　 １２．５７　１３．１３　 １００

资料来源：中国保监会网站２０１０年保险中介市场报告

２０１０年，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实现保费收入５４６４．４２亿元，

同比增长２２．５０％；占 全 国 总 保 费 收 入 的３７．６８％，同 比 下 降

２．３７个百分点。

表２　２０１０年底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业务情况

类型 银行 邮政 铁路 航空 车商 其他 合计

保费收入

（亿元）
３５０３．７９　８９５．９９　３．０７　 ７．１８　４２４．８２　６２９．５７　５４６４．４２

占比（％）６４．１２　１６．４０　 ０．０６　 ０．１３　 ７．７７　 １１．５２　 １００

资料来源：中国保监会网站２０１０年保险中介市场报告

２０１０年，保险兼业 代 理 机 构 实 现 佣 金 收 入２８３．４５亿 元，

同比增长２７．６１％。

表３　２０１０年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经营情况

类型 银行 邮政 铁路 航空 车商 其他 合计

佣金收入（亿元）１４９．８７　３４．３４　０．３６　 ４．２８　５１．８０　４２．８０　２８３．４５

占比（％） ５２．８７　１２．１２　０．１３　 １．５１　１８．２７　１５．１０　 １００

资料来源：中国保监会网站２０１０年保险中介市场报告

（三）保险营销员

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全国共有保险营销员３２９７７８６人，比上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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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末增加了５．１４万人。其中寿险营销员２８７９０４０人，产险营

销员４１８７４６人。

２０１０年，保险营销员实现保费收入４６８２．０８亿元，同比增

长１３．４５％，占总保费收入的３２．２９％。其中，实现人身险保费

收入３５８７．５２亿元，实现 财 产 险 保 费 收 入１０９４．５６亿 元，分 别

占 同 期 全 国 人 身 险 保 费 和 财 产 险 保 费 收 入 的３３．８４％和

２８．１０％。

２０１０年，保险营销 员 实 现 佣 金 收 入５６８．９６亿 元，同 比 微

降０．２９％。其中，寿险 营 销 员 佣 金 收 入 为４７１．４８亿 元；产 险

营销员佣金收入为９７．４８亿元。

总的来说，目前我 国 保 险 中 介 市 场 正 处 于 从 数 量 增 加 到

质量提升的转变过程中，保险经纪、公估机构 总 体 发 展 趋 势 良

好，社会认可度不 断 提 高，品 牌 优 势 初 步 显 现，保 险 代 理 机 构

全国性保险销售 网 络 初 步 形 成。但 同 时，目 前 我 国 保 险 中 介

市场也存在着在 保 险 专 业 代 理 机 构 业 务 规 模 小、市 场 格 局 比

较混乱、保险公司与中介机构合作关系不真 实、不 合 法 和 专 业

保险中介的发展存在资本“瓶颈”等问题。文 章 将 就 这 些 问 题

展开具体分析，并 针 对 这 些 问 题 提 出 一 些 完 善 我 国 保 险 中 介

市场的建议。

二、目前我国保险中介市场的问题

（一）市场结构不合理

１．专业中介机构业务占比重偏小

２０１０年保险兼业代理机构和保险营销员在保费收入上仍

然占绝 对 优 势。２０１０年，保 险 兼 业 代 理 机 构 实 现 保 费 收 入

５４６４．４２亿元，占总 保 费 收 入 的３７．６８％；保 险 营 销 员 共 实 现

保费收入４６８２．０８亿元，占总保费收入的３２．２９％。两者合计

占全国总保费收入 的 比 重 达９４．１８％。而 专 业 保 险 代 理 机 构

和专业保险经纪机构实现的 保 费 收 入 为８４４．６４亿 元，仅 占 全

国保费收入的５．８２％，仅仅同比上升０．６７个百分点。这与两

千多家专业机构的规模是不相匹配的。

２．专业中介机构业务结构不合理

在２０１０年专业保险代理和经 纪 机 构 实 现 的 保 费 收 入 中，

代理机构实现的财产险保费比例达７１．２０％，经纪机构实现的

财产险比例为８６．２０％。也就是说，目前我国代理公司和经纪

公司市场份额都集中于财产保险市场。根据 保 险 中 介 发 达 国

家的发展历史、经 验 和 特 点，代 理 机 构 主 要 占 据 寿 险 市 场，经

纪机构主要占据 财 险 市 场。从 这 方 面 看，我 国 专 业 中 介 机 构

业务结构不合理。

（二）市场发展不规范

我国保险中介市场发展不规范，存 在 以 下 事 实：保 险 中 介

机构假冒保险公司名义，非法开展保险经营；保 险 中 介 机 构 招

募业务人员过程中，进行虚假宣传、采用涉嫌 传 销 的 手 段 开 展

业务活动；一些保险中介机构涉嫌非法集资；一 些 保 险 中 介 机

构协助保险公司套取费用，涉嫌洗钱；一些兼 业 代 理 机 构 参 与

制造假赔案等，牟取非法利益；有些保险公司 授 意 中 介 机 构 出

具虚假的保险公估 报 告，据 此 列 支 赔 款，套 取 资 金；个 别 营 销

员欺骗投保人和 保 险 公 司，从 事 违 法 犯 罪 活 动 等 等。用 一 个

具体是实例来体现。２０１０年 保 监 会 通 过 对２１家 保 险 法 人 的

５８个基层机构进行检 查，查 明 保 险 公 司 利 用 中 介 业 务 或 中 介

渠道虚增成本、非法套取资金１．４亿 元，保 险 公 司 与 中 介 机 构

的业务关系不合法、不真实、不透明情况较为严重。

（三）与保险公司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不足

目前我国保险公 司 与 专 业 保 险 中 介 分 工 合 作、职 能 交 叉

不足，保险公司往往挤压专业保险中介，使专 业 保 险 中 介 的 发

展空间受到限制。大多数保险公司都沿袭了 公 司 大 而 全 的 特

点，没有形成明 确 的 专 业 优 势。保 险 公 司 自 身 拥 有 强 大 的 营

销队伍，其营销队伍对于利益分流的专业保 险 中 介 十 分 抵 触，

保险中介在源头 就 处 在 劣 势。总 之，目 前 我 国 尚 未 形 成 保 险

公司与专业中介 机 构 的 广 泛 合 作，甚 至 有 的 保 险 公 司 将 中 介

机构当成竞争对手，一方面在于保险公司认 识 上 的 偏 差，另 一

方面也说明中介机构并没有表现出优越于保险公 司 的 专 业 技

术。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不足。

（四）从业人员的职业化程度低

从我国目前实行 的 保 险 代 理 人、经 纪 人 和 公 估 人 资 格 考

试来看，我国保险 中 介 从 业 人 员 的 进 入 门 槛 很 低，因 此，我 国

保险中介队伍“先 天”就 是 一 支 职 业 化 程 度 比 较 低、素 质 较 低

的队伍。尽管我国制定的《保险销售从业人 员 监 管 规 定》、《保

险经纪、公估从业人员监管规定》等法规规范了 保 险 中 介 从 业

人员的职业特征、职业水准、职业纪律、职 业 操 守 和 职 业 形 象，

但由于缺乏法规 实 施 后 的 具 体 配 套 办 法，加 上 实 践 中 的 各 种

短期化行为，误导、欺 骗 消 费 者 的 事 件 的 发 生，使 得 保 险 中 介

从业人员的市场 声 誉 和 社 会 形 象 不 佳，以 至 造 成 保 险 中 介 市

场形象不佳，社会对保险中介的认同率较低，严 重 影 响 了 保 险

中介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

（五）市场化、国际化水平不高

我国目前保 险 中 介 主 体 没 能 很 好 地 按 照 市 场 机 制 来 运

行，市场定位不明确，运作效率不高。各 个 主 体 的 规 模 都 比 较

小，没有大型 的 保 险 中 介 公 司；也 都 没 能 实 现 上 市 来 筹 集 资

金，壮大资本实力，存 在 资 本“瓶 颈”；中 介 主 体 都 还 没 有 建 立

全国性服务网络；保 险 中 介 机 构 的 创 新 意 识、创 新 能 力 不 强，

营销模式陈旧；利用国外的资本优势，借鉴国 外 先 进 发 展 经 验

方面存在不足等等。

三、完善我国保险中介市场的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可 以 看 出，我 国 保 险 中 介 市 场 已 经 取 得 了

很大的发展，总体 发 展 趋 势 良 好，但 由 于 多 方 面 的 原 因，也 存

在不少的问题。这 些 问 题 既 有 来 自 保 险 中 介 机 构 方 面 的，也

有来自保险机构 方 面 的，还 有 来 自 监 管 部 门 方 面 的。这 些 问

题如果得不 到 解 决，将 严 重 阻 碍 市 场 的 进 一 步 健 康、快 速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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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各方只有正视 这 些 问 题，分 析 原 因，寻 找 差 距，找 到 合 适

的解决、改进办法，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并 经 过 长 时 间 的 不 懈

努力，才能逐步形成保险公司与保险中介机 构 专 业 分 工、稳 定

合作、互利共赢的全新市场格局和良性互动 机 制，才 能 不 断 促

进、完善我国保险中介市场的健康、快 速 发 展。以 下 是 一 些 完

善我国保险中介市场的建议：

（一）保险中介机构自身需要不断推进“四化”建设

首先需要保险中 介 机 构 自 身 积 极、主 动 地 推 进 改 革 和 发

展，不断推进自身的规范化、市场化、职 业 化 和 国 际 化 进 程，这

是最主要的。

保险中介机构首 先 要 树 立 守 法 观 念 和 自 律 意 识，自 觉 遵

守国家的法律法 规，同 时 要 推 进 规 范 化 管 理。根 据 现 代 企 业

制度的要求，不断 完 善 法 人 治 理 结 构，健 全 组 织 框 架，确 保 公

司内部权责分明、平衡制约、规章健全、运作有序。

保险中介主体要 通 过 市 场 机 制 的 作 用 确 立 相 互 关 系，明

确市场定位，发 挥 市 场 作 用，发 挥 保 险 中 介 市 场 的 功 能 和 作

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运转效率。

要造就一支高素 质 的 保 险 中 介 队 伍，形 成 一 种 明 显 保 险

中介人的职业特 征，有 一 套 严 格 的 执 业 和 品 行 规 范。要 培 养

从业人员热爱自己的行业、自己的公司和自 己 的 岗 位，要 格 外

注重自己的市场声誉和社会形象，以此赢得 投 保 人、保 险 人 与

社会各界的广泛认知和认可。

我国的保险中介 历 史 很 短，但 在 国 际 上 它 已 经 发 展 得 相

当成熟，形成了许多成熟的经验。在金 融 全 球 化 的 今 天，各 保

险中介机构要积极、主动地学习国际先进经 验，同 时 注 意 结 合

国情、行情与自己的实际，这样才能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二）保监会和各级保监局要做好监管工作

监管部门要强化对保险公司中介 业 务、市 场 的 查 处 力 度，

扎实开展现场检查和相应的处罚。主要是围 绕 保 险 公 司 与 中

介机构合作关系是否真实、合法等内容开展 检 查；依 法 从 重 处

罚违法违规行为，对 涉 嫌 行 贿、职 务 侵 占、贪 污、商 业 贿 赂、非

法集资、传销、洗钱、逃避纳税义务等案 件 和 线 索，严 格 依 法 移

送相关执法 部 门；加 强 通 报 披 露，及 时 在 辖 区 内 通 报 检 查 结

果，及时向新闻媒体宣传披露违法案件处理 情 况；集 中 力 量 对

保险代理市场开展清理整顿，依法将一批严 重 违 法 违 规、经 营

管理混乱的代理 机 构 清 理 出 市 场，推 动 保 险 代 理 市 场 走 向 规

范化、专业化。通过严查重处，增强保险 公 司 自 查 自 纠 和 加 强

内控管理的意识，使行业逐步形成自觉依法 合 规 经 营、自 觉 抵

制违法违规行为的风气，推动保险中介市场秩序不断好转。

要鼓励创新，引 导 培 育 市 场。保 险 中 介 监 管 要 牢 牢 把 握

工作主动权，在 依 法 严 处 违 法 违 规 行 为、规 范 市 场 秩 序 的 同

时，还要做好保险中介市场的环境培育和结 构 调 整 工 作，促 进

行业形成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一要推动我 国 保 险 中 介 市 场

对外开放。只有深 入 推 进 保 险 中 介 市 场 对 外 开 放，充 分 利 用

国外的资本优势，借鉴国外先进发展经验，才 能 快 速 提 高 我 国

保险中介行业的整体经营水平，加快保险中 介 市 场 走 市 场 化、

规范化、职业化和国际化步伐，稳步提高承接 保 险 销 售 职 能 的

能力。二要鼓励兼 并 重 组。出 台 具 体 政 策 措 施，鼓 励 和 支 持

有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的中介机构，进行机 构 间 的 兼 并 重 组，

鼓励建立全国性 服 务 网 络，逐 步 将 现 有 保 险 中 介 机 构 培 育 成

优势互补的大型 保 险 中 介 公 司。三 要 鼓 励 上 市 融 资，壮 大 资

本实力。鼓励自身 发 展 条 件 成 熟 的 专 业 中 介 机 构，在 市 场 环

境允许的前提下上市融资，突破资本“瓶颈”，提 高 自 身 的 综 合

竞争力，走专业化、集 约 化 发 展 道 路，努 力 提 升 自 身 的 专 业 化

程度和服务水平，以 适 应 保 险 市 场 发 展 的 需 要。四 要 鼓 励 保

险公司提高创新意识，加大对新型营销模式 的 创 新 力 度，通 过

发展专属代理公司、网 络 销 售、电 话 销 售 等 多 元 销 售 渠 道，促

进保险产业升级，实现专业化经营，促 进 可 持 续 发 展。五 要 鼓

励保险公司充分利用保险中介渠道，采取销 售 服 务 外 包、引 入

经纪人制度等多 种 方 式，逐 步 形 成 保 险 公 司 与 保 险 中 介 机 构

专业分工、稳定合作、互利共赢的全新市场格 局 和 良 性 互 动 机

制。

（三）加强保险中介行业自律

保险业发达国家 的 经 验 已 经 表 明，保 险 中 介 行 业 自 律 组

织在市场经济运 行 体 制 下 发 挥 着 重 要 的 作 用，在 协 调 和 规 范

同业间的经营行为，代表和维护会员的合法 权 益，负 责 与 监 管

机关的沟通，促进 保 险 中 介 行 业 的 健 康 发 展 等 方 面 发 挥 着 重

要的作用。我国的 实 践 也 已 经 证 明，保 险 中 介 人 的 行 业 自 律

形式是政府监管 的 重 要 补 充，能 起 到 政 府 监 管 所 不 能 起 到 的

作用，具有明显 的 管 理 效 果。我 国 已 经 成 立 了 三 类 的 保 险 中

介自律组织：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中的保险中 介 工 作 委 员 会、独

立的保险中介行业协会和各地方保险行业协会中 的 保 险 中 介

工作处。各类组织的影响和效果不太 相 同。前 两 类 影 响 比 较

大，效果比较好。而 由 于 各 地 方 保 险 行 业 协 会 的 发 展 水 平 参

差不齐，有的设立了保险中介工作处或类似 机 构，有 的 只 是 安

排一些人员从事保险中介协调的相关工作，没 有 设 立 机 构，少

数地方由于保险 中 介 机 构 数 量 少，保 险 行 业 协 会 没 有 将 保 险

中介机构纳入工作范围，保险中介机构也没 有 建 立 自 律 组 织，

保险中介自律处 于 真 空 状 态。因 此，各 地 方 要 重 视 保 险 中 介

行业自律的重要性，加快保险行业自律组织 建 设，从 而 实 现 同

业内部相互协作与相互监督，实现自我约束、自 我 管 理 和 自 我

发展。相信随着我 国 市 场 经 济 的 不 断 深 化，保 险 需 求 的 不 断

扩大，法制建设的 更 加 完 备，保 险 中 介 机 构 的 日 益 成 熟，保 险

中介行业自律组织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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