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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研究》：尊敬的李克穆副主席，您好！非常

感谢您接受《保险研究》的专访。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40 年历程，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迷茫，有

化解改革矛盾的艰辛，有应对全球竞争的执着，更有一

群改革开放的研究者与推动者，用思想的光芒照亮改革

开放的路途，您是其中一员。您从 2002 年进入保险业，

作为这个行业的亲历者、见证者、领导者，您的每一步

都烙印着改革的力量和时代的精神。我们非常荣幸邀请

您谈谈对改革开放以来保险业发展历程的看法和体会。

1985 年 9 月 2 日，在长江三峡的江面上，有一条

从重庆驶往武汉的游轮。这艘游轮承载了中国改革发展

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巴山轮会议”。60 余

位中外重要经济学家和官员参加了此次会议。据我们了

解，您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同志，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席郭树清同

志也一起参与了此次会议。您作为此次会议的亲历者，

能否谈谈这次会议的相关情况？

李克穆 ：1985 年，举行了一次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

深刻影响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是在长江的一艘游轮上举

行的，被人称作“巴山轮会议”。当时，与会嘉宾有薛暮桥、

马洪、安志文、童大林、刘国光、高尚全、吴敬琏、张卓

元、周叔莲、赵人伟等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专家，有一批

著名的国外学者，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托宾、科尔奈等，

还有郭树清、楼继伟、田源等青年学者。郭树清最年轻，

当时不到 30 岁。洪虎、项怀诚那时也是很年轻的经济专家。

我作为薛暮桥的秘书，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

先提一下我此前的经历。1969 年，我在湖北一个农

场参加工作。1978 年恢复高考以后，我考上了中央财

政金融学院，即现在的中央财经大学。在以往的相当一

段时期，经济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改革开放的

推进，管理学科和经济学科被带起来，经济学受到社会

的更多关注。当时有种说法，皇冠上的两颗钻石，一颗

是经济，一颗是法律，我最终选择了学经济。我于 1982

年大学毕业，留校当老师。1984 年调到国务院经济研究

中心总干事、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身边做秘书。

薛老为我国经济理论的创立和完善做出了众所周知

的重大贡献。他研究经济学的最主要的特点是理论联系

实际。薛老从上世纪 30 年代就开始研究中国农村经济

问题，40 年代在山东主持开展的货币斗争是共产党人

领导下的最早的金融工作。薛老在重要的经济工作岗位

上，始终孜孜不倦地研究经济理论，一直延续到改革开

放。我给薛老做秘书这段经历对我的一生具有极大影响。

我不但有机会比较系统地向老人家学习了经济理论，也

悟出了为人之道，受益匪浅。

那时候，改革刚刚起步，遇到了通货膨胀和一系列体

制问题等，最紧迫的难题是如何把握改革的方式和路径。

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是改革开放的牵头部门，薛老担任总

干事的研究中心担负着制定包括价格、财政、金融、外贸

以及国企等方面改革方案的重任。参会者带着改革开放初

期的一系列困惑和对重大问题的探求，登上了巴山轮。

“巴山轮会议”由马洪主持，薛暮桥致辞。薛老的

致辞很精彩，指出并分析了中国改革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请大家共同研讨。参加会议的外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的

回顾改革开放点滴 促进行稳致远发展

—访谈原保监会李克穆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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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颇感兴趣，十分希望通过这次会议，了解中国经济

和中国的改革，同时，他们对中国经济问题也存在着若

干疑虑。随着交流的持续，外国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的

意图和目标有了新的理解。总体来看，他们对中国走改

革开放的道路表示赞同，研讨中坦诚地提出了自己的见

解。一些外国学者多次提及，我们看到中国有这样一批

负责任的高水平的经济学家，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是

有希望的。

改革开放要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没

有现成模式和答案的。“巴山轮会议”不可能把所有问

题都解决掉，但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理论的设计和

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之后关于改革开放的一些

思路，与这次会议是息息相关的。

据后来人总结，会议以一种国际讨论会的形式开展，

重点探讨了宏观管理的理论和国际经验，展开讨论了“目

标模式和过度步骤”、“财政政策与宏观管理”、“货币政

策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收入政策与宏观管理”等七方

面问题，试图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思路摊开，理出一个新

的头绪，形成一系列系统的观点。

会后，“巴山轮会议”上形成的观点被带回了北京，

带到了党中央国务院，受到有关方面高度重视。当时的

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巴山轮会议”的主要代表。巴山轮

会议期间，楼继伟、郭树清等青年学者也发表了一些颇

具水准的意见，形成了一种老中青共同参与的令人振奋

的学术氛围。当时那种敢于深入研讨问题、求真务实的

探索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巴山轮会议是对我国改革开放最初的理论探索，可

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国际研讨会，在国内外产

生了深远影响。

《保险研究》：您在担任保监会副主席期间分管国际

部工作，时值中国刚刚加入 WTO，我国履行入世承诺，

保险业成为我国入世承诺中开放力度最大的金融领域。

请您回顾一下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历程。

李克穆 ：关于 WTO 谈判，龙永图曾提及谈判关键

时刻发生的一件事。外方代表询问中国究竟是否同意搞

市场经济，而龙永图当时并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因

为关于是否推进市场经济存在着不同观点。会后，龙永

图迅速把这一问题提交上去，并很快得到邓小平同志的

答复 ：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有了这

句话，龙永图可以往下谈了。通过这件事，我们不难体

会，WTO 谈判初级阶段是多么艰辛啊！

在我国加入 WTO 的过程中，保险业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即允许外资保险公司在合资企业中的持股比例

达到 50% 基础上，另有三家外资公司的持股比例达到

51%。这个让步对谈判的促进作用不可低估。

我主持国际部工作后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加入

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为了促成这件事情，我带领一个

代表团到新加坡参加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年会，与国际

保险监督官协会主席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这位主席

问我，中国是不是把保险业作为一个长久的事情、作为

市场经济的一个体系来推进的？看得出，他对我们的改

革和金融业的发展是有疑虑的。经过反复沟通，国际保

险监督官协会同意接收中国加入。其后，我国主持了一

届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年会，这是全球性的会议，是保

监会和保险业的一件大事。

那时，有很多重量级的保险公司进入我国，其中有

的公司进入中国可谓一波三折。例如，英国的劳合社是

一个市场，不是一个公司，如何进入我国市场呢？双方

专门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根据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

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和方案设计，最后促成了全球最大的

再保险公司劳合社进入中国。

《保险研究》： 2003 年 7 月 16 日，境内第一家保

险资产管理公司——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经成

立。自此，保险资金运用进入了专业化的发展阶段。您

有非常丰富的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经验，请您谈谈对保

险资金运用专业化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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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穆 ：我曾经和外国一些大型保险公司多次探讨

了保险资金运用问题。成熟的国外保险公司认为，保险

业是负债经营，虽然保险资金是比较长线的资金，运用

必须十分审慎，没有确切的把握和理由，他们一般不会

赞成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对投入资本市场也极为谨慎。

因为钱是投保人的钱，安全性永远放在第一位，容不得

丝毫疏忽。所以，他们在投资方面很慎重，但在投资比

例方面没有那么多的限制。

一些外国保险监管部门告诉我，保险公司审慎投资

不是因为监管部门制定的比例限制，而主要是因为保险

公司自身对投资很慎重，这些保险公司从成立起或成立

之前，就有一系列非常规范的防范风险理念。一般来说，

对于审慎运用保险资金，防范风险，保险公司十分清楚，

监管部门甚至没有必要提示。这是成熟的市场机制和金

融运行机制的一种现状。

2003 年 7 月，人保资产成立，保险资金运用开始逐步

走上集中化、专业化、规范化的良性发展轨道。保险业要

继续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的专业化管理，提升保险资产管理

的专业化水平。一方面，加强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理念，建

立健全资产战略、战术、交易配置及全流程风险管控的资

产管理价值理念，有效降低投资和操作风险，提升资金运

用效率。另一方面，强化保险资产管理的基础建设。在信

息系统建设、制度建设方面不断完善，建设适应不同公司

特点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控制体系，更好地提升资产管

理的能力，提高资产管理的核心竞争力，增强防范风险的

本领，实现保险资产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保险研究》：全国首家互联网保险公司—众安在线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 2013 年 10 月 9 日获保监会

批准成立。请您谈一下监管部门对批设和监管互联网保

险公司的主要考虑？

 李克穆 ：我在任期间参与审批的最后一家保险公

司是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它是一家特

殊的保险公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互联网保险公

司，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包括

银行业在内的其他金融行业设立的互联网金融公司

都在此之后。

这家公司先行一步，可以为互联网保险的运行，

发挥探索性的作用。记得我卸任时，曾经和陈文辉

副主席说过，互联网保险公司的监管体系能否不断

得以完善和健全，是互联网保险公司能否持续健康

发展的前提。健康稳定发展的公司希望有一个规范

的市场环境。

《保险研究》：2012 年，由您担任筹备组长，保监

会发展改革部和统计信息部相关负责人任成员，准备酝

酿近一年时间，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中保信”）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成立。作为

牵头人和推动者，请您回忆一下“中保信”的成立背景

以及筹备工作中印象深刻的事情。

李克穆 ：中国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这名

字是经过反复协商确定的。记得，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尤权同志到福建上任省委书记之前的几天，曾经在电话

里和我聊了很长时间，由此，他对公司的成立写了一大

段批示，经国务院同意，确定了成立中保信公司的一系

列有关问题。其中包括中保信具有支持保险业经营运作

和支撑保险监管的双重功能。这家公司开了一个先河，

建立了保险业统一的数据平台。通过这个数据平台，为

行业和监管双重服务，特别是未来中国的保险监管一定

会主要依靠数据化、信息化。因此，这家信息平台将来

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总体而言，我在保监会从事监管工作的这些年，一

个重要体会是监管机构一定要把防范风险放在第一位，

不断规范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利益。这是监管部门的

职责所在。加强监管不是限制保险公司的发展，而是促

使保险公司能够健康、有序、稳定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