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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所作的党

的十七大报告（简称报告）中，就“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旨在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六大任

务之一，首次提出了要“创造条件”让越来越多的人群拥有

“财产性收入”这一全新概念。 “这意味着党中央肯定了近

年来我国资产价值重估的作用和意义。”金融行业分析师肖

雄文指出，这一提法意义深远，表明国家会进一步完善法律

环境和培育市场，以便让有产者，包括农村农民、城市居民

、中产阶层等群体从房屋、股票、动产、不动产的价格上涨

和价值重估中获得收入和资本利得。 “这和报告首次提出‘

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

相辅相成。”来自金融系统的党的十七大基层代表、拥有24

年从事农村保险工作生涯的中国人寿广西恭城支公司经理沈

潜对记者称，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逐年增长，保险的消费需

求正在逐步升温，对保险产品的消费能力在逐步增强，其中

兼具保障、理财功能的保险产品，甚至会成为城乡居民家庭

理财计划中的重要一员。 “城乡地区现实存在着大量低保费

、高保障要求的消费需求，但随着务工人群增多、务工收入

增加和务工收入回流农村力度的加大，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农

户希望用有限的可支配资金购买既满足基本保障需求又实现

资产保值增值的保险产品，一举多得。”沈潜称。 显然，随

着国家“创造条件”让更多人群拥有“财产性收入”，居民



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会成为一种趋势，除正常的工资收入等劳

动报酬以外，基金、股票、保险等有价证券会逐步成为居民

实现财富保值增值目的的重要类别，随之中等收入人群会逐

步兴起。 “中等收入群体的兴起有助于扩充寿险有效需求的

客户基础。”中信证券分析师黄华民在其报告中指出，收入

增长速度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收入水平越高，收入增

长速度也越快，中等收入群体的兴起有助于增强市场对保险

产品的有效需求。 “与此同时，随着人均GDP不断上升，带

来了对金融服务需求乃至保险需求的快速增长。”诸多业内

人士预测，基于对“人均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和

国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两大目标的预

期，满足基本保障需求以上的商业保险需求，会随城乡居民

可支配收入的增多而逐步升温，且相当数量的居民会变目前

的被动消费为将来的主动消费。 据国家统计局年鉴显示

，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99214.6亿元人民币(修正后)，人

均GDP为7858元人民币。如报告所述，自十六大以来，

“GDP以年均增长10%以上的速度增长”、“城乡居民收入

取得较大增加，家庭财产普遍增多”，据市场预测，如未

来GDP能够保证年均7.2%的增长速度，只需再过10年经济总

量就可提前实现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加之普遍预期的人

口数量增速放缓等因素，2020年人均GDP达到31432元人民币

、“较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并不难实现。 在人均GDP稳步

增长的预期下，另有一点不容忽视。“近年我国城镇和农村

都同时出现了家庭小型化趋势，即家庭户均人口数下降，这

对中国家庭传统养老方式代际养老提出挑战，取而代之的将

是个人自我养老为主，即通过劳动者本人在具有劳动能力的



阶段积累财富以应付退休后个人消费。”黄华民认为，寿险

（养老金）产品的作用即是“削峰填谷”，使投保人获得平

滑的消费现金流。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居民储蓄在15万

亿元左右，早在2005年，居民储蓄存款14.7万亿元的规模占金

融业资产总量的39.3%。“从2005年有关部门对国内居民储蓄

动机调查来看，以养老、教育、防病等为目的的储蓄比例超

过40%，且这一比例还有逐步上升的趋势。”黄华民指出，

发达国家上述预防性储蓄资金通常用来购买保险和养老基金

，根据这一比例推算，5.88万亿元居民储蓄与保险具有较大的

相关性和可替代性。 可以预见，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和拥有

“财产性收入”群体的增多，居民对于保险的消费能力在日

益增强。“这显然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公司治理要求提

出了更高标准。”北京工商大学教授王绪瑾称，这同时意味

着保险企业的资本运作能力尤为关键，因此，保险业保障功

能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会在短期内对

寿险业务产生一定的分流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如果分流会

带来居民股票、基金这一类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最终会提升

其内在的保险保障需求，反之，则更能凸显保险业独有的保

险保障功能在行业内的竞争力。 “和其他金融行业相比，保

险业要提高自身的竞争力，需重点提升保险业务的技术含量

，即重在强化保障功能、扩大承保范围，保险产品的技术含

量决定企业乃至行业核心竞争力的高低。”中央财经大学保

险学院院长郝演苏教授称，报告提出要“提高银行业、证券

业、保险业竞争力”，在目前中资保险企业仍占据市场绝大

多数份额的情形下，和其他行业相比，不论是人身险还是财

产险，保险产品的技术含量仍然有待于提高，比如依赖于高



科技含量的责任险需要进一步扩大承保范围，高保障程度、

能满足不同人群需要的人身保险，仍需要给予大力研发和推

广，以其人性化、灵活高效的保障功能和服务手段扩大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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