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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保监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架

构的形成，也标志着保险业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业的正式存在

。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保险业，特别是寿险业得到

了长足的发展。1998年，人身保险保费收入747.7亿元，占总

保费的60%，而到2001年，人身保险保费收入达到1424亿元，

占总保费的67.5%，比上年增长43.90%。1998年，共有寿险公

司9家，而截至到目前为止，寿险公司已达24家。寿险产品，

特别是投资（储蓄）型产品转型迅速。以分红保险为代表的

新型产品逐步取代了传统固定预定利率产品。然而，保险产

业，特别是寿险业，还是一个幼小的行业。从资产规模来说

，到2001年底，寿险业的总资产不过3600亿元；从发展的时

间来说，以1980年恢复保险来算，不过22年的时间，若以友

邦上海分公司1992年成立，带来真正的寿险理念来算，不过

十年时间。因此，加强对中国寿险业的发展与监管研究，就

显得尤为重要。我认为，当前中国寿险业发展与监管急需研

究以下几个问题。 一、寿险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问题 

保险“对促进改革、保障经济、稳定社会、造福人民具有重

要的作用”（江泽民语）。而具体到寿险业来说，它主要发

挥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起着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二是通过资

金积聚，资金供给，促进经济的增长。 众所周知，中国正在

致力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制度，必

须要有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



保健制度等等。这一制度的建立，既可以通过以政府为主导

来建立，也可以通过政府引导，给予一定的优惠，通过商业

化的模式来建立。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越来越

多的国家发现，主要由政府承担的模式是不可取的，特别是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无一例外都使这些国家的政府背上

了沉重的包袱。中国应该选择怎样的模式，在各种不同的模

式下，商业保险公司应起到怎样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都是

我们必须认真、深入研究的。只有通过深入研究，找准了自

己的位置，真正发挥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寿险业才有其存

在与发展的必要。 寿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资金的长期性，这

就使其有一个资金积累，资金供给，促进经济增长的特殊功

能。然而，这一功能到底能得到怎样的发挥，中国没有现成

的经验。中国的寿险业还很弱小，还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挥。

世界银行对智利的研究表明，养老金对于智利的经济增长贡

献是很大的，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数据，一些发达国家的资

本市场中，有相当比例的资金来自于长期寿险资金、养老保

险金等等。那么，在中国，有可能是一个怎样的情况，这就

要求我们进行认真的研究。 认真研究寿险业的重要作用，有

助于国家政策的形成，包括税收等政策，通过政策促进寿险

业的发展，使其真正发挥社会稳定器作用，使其成为经济增

长的资金供给者。 二、中国寿险业发展模式问题 保险（包括

寿险）的本质是要使一个单位（个人、家庭、企业）财务稳

健，达到一种可持续发展。不论是通过保险对某种不确定性

的补偿，还是用现在保费的投入达到未来保险金的给付，都

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从这样一种意义来说，不论是我

们通常所说的保障型产品，还是投资型产品，事实上都是一



个保障的概念（无非是一种广义的保障）。 从我国发展到目

前的寿险业来看，主要是侧重于投资型产品发展，不论是过

去的传统固定预定利率的产品，还是目前的所谓新型产品。

我不同意说新型产品是投资产品，弱化了保障功能的说法。

事实上，传统固定预定利率产品就是一种典型的投资型产品

，否则也不会出现过去我们经常谈论的营销员经常将传统产

品与银行储蓄利率进行比较，以及传统产品产生了巨额利差

损这一问题。保障型产品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当然，其中

原因是很复杂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选择怎样的

发展模式，是发展纯保障型产品呢，还是以发展保障型产品

为主，投资型产品为辅？或是保障型产品与投资型产品并重

？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投资型产品，这

几年，通过产品结构转型，实现了传统型向新型产品的结构

转化。怎样认识这种转型，这种转型是一种必然吗？转型解

决了什么问题？又带来了什么问题？应当怎样解决？这也值

得我们认真研究。 三、关于中国寿险业的市场主体结构问题

。 中国寿险市场主体结构是一个畸形的结构。相对于美

国6000多家保险公司和香港一个弹丸之地的上百家保险公司

，中国寿险市场目前只有24家寿险公司，其中4家是不能营业

的壳公司，相当一部分是只在一个城市经营业务的公司，真

正能在全国开展业务的只有5家。在相当多的地区，只有一家

寿险公司提供寿险服务。很难想象，在这样一种市场主体结

构下，消费者能得到优质的保险服务；也很难想象，在这样

一种竞争环境下，能够产生有很强竞争力的公司，以及具有

专业化水平，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公司。 那么，我们到底需要

一个怎样的市场主体结构？寡头垄断型，还是垄断竞争型，



或是完全竞争型？我们应当怎样看待竞争？优秀的公司是怎

样产生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想，任何优秀的企

业产生于竞争之中，而不是一生下来就是优秀的企业；优质

服务也来自于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优质的服务；竞争就会

有淘汰，幻想没有公司倒闭是不切合实际的，关键是要建立

一个退出机制，使退出的震动、影响最小，为了尽量减小震

动，就应尽量避免大公司的倒闭，但这种避免不是要保护大

公司，保护是保护不了的，而应形成一种机制，大公司是在

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它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公司。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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