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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6491.htm （１９８２年２月１

１日） 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内保险业务恢复情

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望参照执行。 

积极开展保险业务，逐步建立我国的经济补偿制度，对于保

障企业正常生产和经营，安定人民生活，减少社会财富损失

，都是有利的。同时，也是积聚建设资金的一个重要渠道。

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是国民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

环。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都要重视和加强这项工作，并给予

大力支持，帮助解决业务开展中的一些实际困难。保险工作

涉及企业和群众的经济利益，政策性很强。开展保险业务要

坚持自愿的原则，态度要积极，步子要稳妥。各级保险公司

要加强调查研究，搞好专业干部的培训，不断提高政策业务

水平。要注意经常总结经验，使我国的保险事业有一个大的

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 关于国内保险业务

恢复情况和今后发展意见的报告 自从１９７９年国务院批准

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截至１９８１年１０月止，除西藏

外，已在２８个省、市、自治区的大中城市和少数县，建立

保险专业机构４７７个，银行代理处８０３个，现有保险专

业人员５７００余人。恢复和办理了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

产保险和汽车保险等业务，共承保企业近１０万个、家庭９

０余万户、汽车１３万辆，获得经济保障的财产总值达２０

００亿元，其中国营企业财产为１９３５亿元，约占企业固



定资产和流动资金的２３％。到今年１０月底，共支付赔款

１４８００余万元，占这个期间保险费收入的４６．８％。

１９８１年承保的业务，由于大多数保险责任要到１９８２

年底才能终止，所以赔款情况尚难估计。 从恢复国内保险业

务后的情况看，取得的经济效益是很好的，主要表现在： 一

是有利于受灾企业及时恢复生产，也有利于安定人民生活。

今年夏季，四川、辽宁、陕西、福建、黑龙江、江苏、广西

、上海等地洪水成灾，保险公司对参加保险的受灾企业２５

００余户、受灾家庭８００余户，支付了赔款约１０７００

余万元，仅四川一省支付的赔款就达７７３２万元。四川省

内江地区有一大型棉纺厂被淹，损失严重，保险公司及时支

付赔款３４５万元，使这个厂在灾后４０天就恢复了生产。

而许多没有参加保险的企业，由于得不到赔款，灾后困难很

大。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福州市滨江路大火，烧毁２９０户

居民的财产，其中参加保险的２８户居民，都得到了１００

０元以上的赔款。重庆市有一名工人，今年年初将４间房屋

保了险，交付５元钱保险费，７月中旬房屋被洪水冲垮，她

拿到了赔款２５００余元，逢人便说：“保险公司真保险！

”四川省委领导同志很赞赏保险公司在这次抗洪救灾中所起

的作用，说“保险不是救济，却起了很大的救济作用”。 二

是办保险可以促进防灾、防损工作。保险公司作为企业经营

，是否能经常保持足够的经济补偿力量，要以最大限度地减

少灾害损失为前提，必然把防止灾害、减少损失的工作放在

重要位置上。一年多来，保险公司在配合消防、防汛等部门

进行防灾宣传防灾检查，以及参加受灾物资的抢救方面，做

了大量的工作。例如，河北省保险公司１９８１年上半年在



全省范围内检查了１７３７个企业，提出防灾建议２９３７

条，经过采取有效措施，使９０％的隐患得到消除。河南开

封市皮鞋厂的锅炉房和简易仓库，都紧挨着汽油库，很容易

酿成火灾，经保险公司提出建议后，厂方将汽油库迁到安全

的地方。江西景德镇新华瓷厂去年５月发生大火，事后保险

公司协同该厂从火灾现场中拣出价值４万余元的有用物资，

使商品损失率显著下降。所有这些，都减少了社会财富的损

失。 三是办保险可以作为积聚资金的一条重要渠道。目前，

我国国内保险虽然业务量还小，但它积聚的资金已有三、四

亿元用于经济建设。今后随着保险业务的广泛开展，除了国

营企业外，来自集体和个人的保险费，更具有积累资金、回

笼货币的实际意义。尤其是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其保险日积

月累，可以集腋成裘。 我国有１０亿人口，随着国民经济的

逐步发展，人身保险所提供的资金将是十分可观的。 实践证

明，国务院批准恢复国内保险的决定是正确的，两年来，许

多地方在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保险工作取得了一定的

进展，但业务的发展还很不平衡。辽宁、上海、江苏、山东

、河北、四川等省、市业务发展较快，而有些省、市、自治

区则发展较慢。就企业财产保险而言，中央企业发展参加保

险的还不到５％。以四川省为例，１９８１年保险公司支付

的赔款７０００万元中，中央企业所得赔款仅３０万元，只

占０．４％。为了加快发展国内保险业务，逐步建立比较完

善的经济补偿制度，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将国内

保险的方针确定为：积极开展业务，积聚保险基金，组织经

济补偿，防止灾害损失，增进社会福利，我国社会福利，为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议服务。在开展业务中，态度要积极



，步子要稳妥。要在巩固和发展国营企业财产保险的同时，

积极开展货物运输保险、汽车保险、船舶保险、渔船保险等

业务。积极办理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的财产保险和面向广大

群众的家庭财产保险，在条件具备的城市和矿区，有计划地

重点办理简易人身保险和团体人身保险等业务。对属于社会

保险性质的职工福利保险、养老金保险等业务，要根据需要

与可能，通过试点，总结经验，稳步推广。为了适应农村经

济发展的新形势，保险工作如何为八亿农民服务，是必须予

以重视的一个新课题。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落实农

村政策的需要，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创造条件，抓

紧做好准备，逐步试办农村财产保险、牲畜保险等业务。 第

二，坚持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和自愿的原则。保险是为

发展国民经济、安定人民生活服务的，参加保险的企业和群

众一旦发生灾害损失，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主动、迅速、准

确、合理”的要求，给予经济补偿。要进一步配合主管部门

和消防等有关单位，切实做好防灾的督促检查工作，及时消

除隐患和不安全因素。一切企业和个人是否参加保险，除国

家法令另有规定和订立经济合同的需要外，均由企业和个人

自己决定。企业支付保险费，可按财政部１９８１年１月１

日实行的《国营企业会计制度》中关于保险可以列入成本的

规定办理。 第三，恢复国内保险业务，是一项新的工作，需

要地方党政领导和国务院部门加强领导和给予支持，也需要

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协助做好宣传工作。国内保险业务

停办２０多年，对许多人来说是陌生的。马克思在《哥达纲

领批准》中说过：在社会产品中必须扣除“用来应付不幸事

故、自然灾害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因此，企业交付的



保险费并不是“额外负担”，也不是“挖财政收入”，而是

积聚起来用于补偿灾害损失的保险基金，是国民经济的一种

必不可少的后备力量。要通过宣传工作，讲清楚办保险的意

义、作用和办法，取得各方面对保险的了解和支持。为了配

合经济责任的推行，各有关方面要鼓励企业积极参加保险。 

第四，中央财政领导小组１９８１年９月２９日会议决定：

“保险公司的纯收入，可核定一个保险基金数额和上交财政

的比例，先按核定数额留足，然后按比例上交财政”。我们

将根据这个原则，同财政协商核定保险基金的数额和上交财

政的比例，以便贯彻执行。 第五，要在保险业务发展中不断

修订保险费率是依据承保对象的危险程度和赔款率而制订的

。按照“概率论”的原理，参加保险的户数越多，其保险费

有可能逐步降低。１９８０年恢复企业财产保险时，保险费

比５０年代降低了５０％。最近保险公司又将平均保险费率

从２ 降为１。６ ，即价值１０００元的财产１年只付保险费

１。６元。今后随着保险业务面的不断扩大，保险公司还将

根据实际情况，对保险费率进行合理的调整。 第六，保险公

司的干部配备，要与保险业务的发展相适应。保险公司业务

联系面较广，任务日趋繁重，需要配备比较得力的领导干部

和充实保险专业干部。除了通过实际工作积极培养外，希望

国家计委在分配财经院校毕业生时予以照顾。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