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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4/2021_2022__E8_AE_A1_E

6_8F_90_E5_9F_BA_E7_c50_84267.htm 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一

块“短板”非寿险准备金管理办法和非寿险精算报告制度，

在2004年的岁末终于补齐。 2004年12月15日，保监会颁布《

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试行)》(下称“《试行

办法》”)，并将于2005年1月15日起施行。非寿险的精算规定

最终出炉，标志着中国保险偿付能力监管的制度建设已经基

本完成。更为重要的是，新规有效地弥补了原来非寿险准备

金计提中的漏洞。 向IBNR计提旧法开刀 准备金是保险公司

为保证将来赔付，特别提取的一笔风险基金。准备金提取越

充足，投保人的未来利益越能够获得保障。但是，作为会计

核算中利润的减项，准备金的提取会降低保险公司的当年利

润。 新规出台之前，非寿险准备金的提取，一般参考财政

部1999年1月制定的《保险公司财务制度》。比如未到期责任

准备金按照自留保费的1／2提取，已发生未报案未决赔款准

备金(英文缩写“IBNR”)按不高于当年实际赔款额的4％计提

等。 “客观地说，这些标准在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初级阶段，

是比较适合国情的。”保监会一人士说，“但随着近年来保

险业的快速发展和保险产品的创新，原来责任准备金的计提

方法和标准已不适应非寿险业务的经营情况，与国际标准相

比，方法也不够科学，保险公司潜含着准备金提取不足的风

险。” 对保险公司而言，也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近几年来，

财产保险规模高速增长，多数还没有上市的财产保险公司都

面临着资本金不足或股东迫切要求盈利的压力。 根据保监会



的统计，截至2004年底，财产险保费收入达1089．9亿元，同

比增长25．4％。约占总保费收入的25．24％，增幅超过寿险

。 同时，保监会也在不断地强化偿付能力监管。 “面对双重

压力，财产保险公司有可能通过调整账面赔付支出，利用制

度本身的不完善来达到满足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的要求。”一

位资深精算人士说。 “实际操作中，常用的手法是通过赔付

支出延迟和立案延迟。”上述精算人士说，“因为赔案的理

赔延迟和报案延迟本身就客观存在，所以实际上很难区分真

正客观的理赔延迟和人为‘恶意’调整的理赔延迟。” 一家

成立近一年的财产保险支公司负责人私下称，如果需要，可

以在每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故意压案或延迟立案，人为地调整

立案的速度，就可以减少最后一个季度的实际赔付支出额。

这样做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非寿险准备金的一个大类IBNR的

计提基础失真。 但于保险公司而言，这样做的“好处”显而

易见。 业务人员可以完成公司下达的各项赔付指标；而保险

公司的管理层也能够实现总公司设定的利润目标；投保人则

无非是晚一些时间获得赔付。但是，这种行为引发的数据失

真却可能动摇监管的基础。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在《试行

办法》中，保监会要求公司用两种以上更为谨慎的精算方法

提取IBNR，例如“链梯法”等。 “用‘链梯法’等精算方法

提取准备金时，并不是简单依据实际赔款为基础，而是会参

考过去一年中，12个月份赔案发生和赔款数额的变化趋势，

分析其中的相关性。”一位上海的精算人士说，这样，一方

面计提的准备金更为准确，另一方面也便于监管部门发现造

假行为。 他举例说，如果某保险公司造了假，一般而言，其

第四季度的赔案就可能会出现异常减少，而这个异常变化通



过精算报表能够轻而易举地被检查出来。 提取比例不合理 计

提基础失真只是原制度的一个漏洞而已，实际上，原制度中

至少有两个准备金的计提比例都不尽合理。 非寿险准备金主

要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其中未决赔款

准备金分为已报案未决赔款准备金、IBNR和理赔费用准备金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IBNR都存在计提不足或者不准确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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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