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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专刊

《保险研究》：尊敬的周延礼副主席，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保险研究》的专访。改革开放

的 40 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生历史巨变的 40 年，

也是我国保险业发展壮大的 40 年。改革开放为保

险业注入了强大生机与活力，同时也对保险业的

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40 年来我国保险业紧跟时

代步伐，坚持改革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您作为保险业工作时间很长、经历非常丰富的

老领导，有着近 40 年的保险业工作经历，作为保

险业改革开放的领导者、见证者、推动者，请您

谈一谈 2000 年之前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历程。

周延礼 ：1982 年， 我 从 东 北 财 经 大 学 毕 业，

进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大连分公司，从此走入了

保险行业，至今已有 36 年。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

革开放的总方针。1979 年 4 月，根据国务院批示，

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关于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和加

强保险机构的通知》，决定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

1979 年 11 月 19 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了

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停办 20 多年的国内保险业务

开始恢复。回顾改革开放这些年，可以发现，保

险业的改革发展是与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时推

进的。2000 年之前我国保险业发展主要经历了以

下两个阶段 ：

一是从 1979 年到 1991 年，恢复发展和引入

市场竞争阶段。1979 年 11 月，全国保险工作会议

对恢复保险业进行了具体部署。从 1980 年开始，

国内保险业务逐步恢复，截至当年底，除西藏外，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

支机构都已恢复。1985 年 3 月，国务院颁布《保

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为成立保险公司创造了条

件。1986 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保险公司（中

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公司的前身）成立、1986 年

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成立、1988 年平安保险公司

成立，市场结构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垄断发

展到多主体竞争阶段。

二是从 1992 年到 2000 年，对外开放和规范发

展阶段。1980 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后，我国开始

允许一些外国保险公司设立代表处。1992 年 9 月，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在上海

设立分公司，标志着我国保险市场走上了对外开

改革无止境 没有休止符 永远在路上

—访谈原保监会周延礼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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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之路。之后几年，我国保险业对外开放试点城市

从上海扩大到广州、北京等全国大中城市，一批外

国保险公司获准进入我国保险市场。1995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保险业

进入规范发展的新时期。1996 年，《保险代理人暂

行规定》、《保险管理暂行规定（试行）》等规定相

继出台。1998 年 11 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成立，根据国务院授权，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

管理全国保险市场，维护保险业的合法、稳健运行。

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保险监管机构的成立，标

志着我国保险业的规范发展迈入正轨。

截至 2000 年底，全国已有国有公司 4 家、股

份制公司 9 家、合资和外资 19 家、保险代理公司

43 家、 保 险 经 纪 公 司 8 家、 保 险 公 估 公 司 3 家。

保 费 收 入 和 资 产 规 模 分 别 从 1980 年 的 4.6 亿 元、

14.52 亿 元 增 加 到 2000 年 的 1595.9 亿 元、3373.9

亿 元， 保 险 密 度 从 1980 年 的 0.47 元 / 人 提 高 到

2000 年的 127.7 元 / 人，保险深度从 1980 年 0.1%

提高到 2000 年的 1.8%。

《保险研究》：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窗

口。1999 年底，您作为筹备组组长负责筹建了中

国保监会的第一个派出机构——上海保险监管办公

室，并于 2000 年 4 月正式担任上海保监办主任、

党委书记，请您回顾在您担任上海保监办主任的 4

年时间里，上海保险市场的情况以及近年来保险监

管机构在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做了

哪些工作？

周延礼 ：1999 年 11 月 19 日，我来到上海开始

筹备工作，2000 年 4 月 25 日，上海保监办挂牌成

立。保险业是我国金融业中开放时间最早、力度最

大、步伐最快的行业。作为当年中国入世后对外开

放的“排头兵”，保险业在中国整个对外开放战略

布局中居于重要地位。当时，外资保险公司大举进

入我国保险市场，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这一点

体现的尤为明显。市场化的竞争有利于行业发展，

可促进国内保险公司提升经营水平，中资险企主动

采取有效的改革措施，将挑战变成机遇。保监办挂

牌后，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搞调研，那时我们提出

“要大兴调研之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我们集

思广益提出了要把上海打造成为“改革创新的先行

区，防范风险的示范区、产品开发的试点区”，推

动保险业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发展。之后的几年里，

先后推动上海保险行业完成了金茂大厦、浦东机场

等项目的续保、扩保工作以及张江微电子产业基地、

金山化工园区内一些新项目及明珠线二期的保险合

同的签订 ；与此同时，对创新产品与模式方面也进

行了很多探索，包括研究推行抵押商品房保险、健

康医疗保险改革、构建上海保险业景气指数等 ；研

究制定上海保险监管指标体系，建立了可量化的保

险监管指标，初步构建了上海保险监管的制度框架

体系，也为后来的保监会监管制度框架提供了参考。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日益走近世界

舞台的中心，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健康的

金融体系来服务实体经济，把上海打造成为与我国

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

心已成为我们的国家战略，保险业的开放和发展是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 , 上海保险业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建设为核心 , 以自贸区金融改革为突破口 , 以扩大

金融业对外开放为切入点 , 不断探索监管制度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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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深化保险业改革开放 , 取得了积极成效。第一，

建设以创新为核心的保险监管制度。加强会市合作，

推进监管制度创新，着力“放服管”，提升监管效

能和水平，坚持市场化导向，深化金融改革试点。

第二，推进保险市场进一步开放创新。在金融业率

先推动扩大开放项目在上海落地，推动金融要素市

场和功能性金融机构建立。

《保险研究》：1998 年 11 月中国保监会成立，

您担任财产保险监管部主要负责人，在财险监管方

面有着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对财产险市场有着非

常深入的了解。请您谈一谈我国机动车辆保险领域

改革过程中让您印象较为深刻的事情，以及这些年

来我国机动车辆保险领域改革取得的成绩。

 

周延礼 ：1988 年，我国的车险保费收入超过

20 亿元，开始成为财产保险中的第一大险种。从此

以后，车险保费收入一直保持着高增长率，至 2017

年底已占据财产险市场份额的七成，车险的发展对

我国的保险市场尤其是财产保险市场，有着重要的

影响。在车险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是在不断探索，

对车险市场的发展、监管以及有关制度政策的形成，

也经历了一个逐步认识、不断完善的过程。 

2006 年 7 月 1 日，我国第一个由国家立法强

制实施的保险制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制度）开始正式实施。在

交强险制度实行近一年后，2007 年 6 月，保监会

就交强险费率问题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交强险

费率要不要挂钩浮动？费率浮动是否应该同时与

道路交通事故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挂钩？费

率挂钩浮动的比例如何确定？”2007 年 12 月，保

监会召开了我国金融业历史上的第一个听证会，充

分听取了社会各方面对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提出的

费率调整方案的意见。2008 年 2 月 1 日，我国实

行了新的交强险责任限额和费率方案。在交强险

制度出台的 11 年后，2017 年 7 月 1 日，交强险开

始实行浮动制。近年来，交强险覆盖面持续提升，

运行效率不断提高，企业的经营状况也趋于稳定。

2017 年，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达到 2.34 亿辆，投

保率达到了 75%，汽车投保率已经达到 95%。最

新数据显示，我国的机动车保有量达 3.25 亿辆，

庞大的车险市场是保险业发展潜力所在，同时也给

保险公司改进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推进交强险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商业车险制

度改革也在不断推进。2014 年以来，以解决“高保

低赔”、“无责不赔”等社会关心的热点问题为契机，

保监会针对商业车险管理制度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

和问题进行了深化改革，重点在机动车辆保险条款、

费率、监管方面制定和推出了相应的改革举措，将

定价权交给了保险公司，将选择权交给了消费者。

机动车辆保险领域的改革解决了车险市场长期存

在的一些体制机制性问题，不断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

和社会管理功能，有效提升了社会公众的交通安全意

识和风险保障意识，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一是保护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不断扩大保障范围的同

时，降低消费者负担。二是促进行业的稳定发展。推

动保险行业转型升级，促进财险公司营运水平不断提

高，行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三是推动社会治理持

续优化。通过不同风险厘定不同的费率，引导车主安

全驾驶，促进交通安全水平提升。通过车型定价、发

布零整比系数等措施倒逼汽车产业链优化升级，推动

汽车产业风险管理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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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研究》：近年来，我国的农业保险实现了

快速发展，请您谈一谈保监会在推动农业保险发展

方面采取了哪些举措、取得哪些成效，以及这个过

程中让您印象较为深刻的事情。

周延礼 ：近些年来，保监会着力推进农业保险

的制度框架建设，持续推动国务院等相关部门加强

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近些年来的中央“一

号文件”也体现出对农业保险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推动国务院等部门出台了《农业保险条例》、《中央

财政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管理办法》，先后制定农

业保险市场准入、产品管理和承保理赔管理等配套

细则、大灾风险准备金管理办法，推动税收优惠政

策、产粮大县减免县级保费补贴等多项支持政策，

搭建形成了农业保险的制度框架体系。推动农业保

险在防范农业灾害风险、稳定粮食生产、促进农民

增收、稳定农产品市场供应及农产品市场价格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国农业保险实现了快速发展，最主要

得益于在北京宽沟的一次会议。当时由回良玉副总

理主持召开了会议，陈锡文、韩长赋、唐仁健、吴

晓灵、杜鹰、卢桂敏、我、董波等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明确了推动农业保险发展的一些问题，并达成

一定共识 ：第一，把对农业保险的制度政策、金融

政策确定下来 ；第二，财政部门要加大对农业保险

的补贴 ；第三，关于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每年要保持

一定数量的增长。

2007 年，保监会配合中央财政部门推动农业保

险保费补贴的试点工作，揭开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

险快速发展的序幕。至 2017 年，补贴品种覆盖了

关系国计民生和粮食、生态安全的主要大宗农产品，

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第二、亚洲第一的

保险市场，农业保险为 2.13 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

障金额 2.79 万亿元，农业保险已经被作为国家保护

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对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服

务脱贫攻坚、支持乡村振兴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另外，2007 年，我国猪肉价格出现了快速上涨，

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保监会发布了支持生猪生产

的《关于建立生猪保险体系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紧

急通知》等文件，推动了生猪保险和能繁母猪保险

的发展，积极与银行业监管部门沟通协调，探索生

猪保险与农村小额信贷相结合的新模式，帮助养殖

户解决养猪贷款难问题。当时起到了稳定物价的积

极作用，社会反响较好。农业保险已经日益成为经

济社会发展的“社会稳定器”和“经济助推器”。

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农业保险的创新发展，在这

个过程中，要站在农民的角度、市场稳定的角度，

要做到脚下有泥土、心中有百姓，始终要把为农

民服务放在首位，要以农民满不满意、农民接不

接受、农民认不认可，作为检验我们工作的一把

不变的标尺。

《保险研究》：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您作

为组长带领保监会抗震救灾工作组及时深入地震重

灾区，现场指导保险业抗震救灾工作，请您回忆下

当时的情况，并谈一谈近些年我国巨灾保险的发展。

周延礼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原保监会吴

定富主席决定马上派出抗震救灾工作组赴灾区组织

保险业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我作为救灾工作组

组长在四川、重庆带领救灾工作组进行现场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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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对四川、重庆保险业提出的要求就是，把保

护人民生命安全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力以赴做

好抗震救灾工作，做好保险理赔服务，为维护社会

稳定、帮助灾民恢复生产生活提供支持。当时的一

些做法为后来玉树地震以及其他地震灾害事件的处

理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一，对所有来访全部记

录 ；第二，只要有保单，无论去哪家保险公司都要

登记 ；第三，所有保险公司标准统一。

当时汶川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了 8000 多个

亿，但是保险只赔了 20 多亿，加上后续再保险公司

的赔款，也只有近百亿。巨灾保险的渗透率较低，没

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推进巨灾保险建设的呼声越来

越高。在此之后，保监会加快推进、不断探索巨灾保

险制度框架的建立、推动巨灾保险基金的建立及巨灾

债券的发行，并在深圳、宁波等地展开了巨灾保险的

试点工作。宁波市巨灾保险试点工作开展之后，发生

了几次影响比较大的灾害，“灿鸿”台风、“莫拉蒂”

台风给宁波地区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而巨灾保险在台

风灾害救助中发挥了独特的民生保障作用。宁波作为

创新的推动者，也成为了巨灾保险的受益者。

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要推动巨灾保险制度尽

早纳入到国家防灾减灾体系中，推动保险成为政府、

企业、居民进行风险管理和财富管理的基本手段 , 

推动保险作为政府改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的

有效工具。

我们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指引下，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不断

发 挥 保 险 作 为“ 社 会 稳 定 器 ” 和“ 经 济 助 推 器 ”

的作用，推动保险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经济

社会发展。为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特别

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完成三大攻坚战，防范金融风险深化改

革，做出应有的贡献。

改革无止境，没有休止符，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