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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召开后，10 年的中国保险业发

展历史可以归纳为两条主线。一条是思想观念上的，突

出表现在打破了“就保险论保险”、“就监管论监管”的

思想桎梏，倡导“想全局、干本行，干好本行、服务全局”，

提出了保险业发展初级阶段理论和保险功能理论（经济

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明确了行业发展的阶段

定位，丰富了保险功能的理论内涵，为保险业改革发展

提供了科学指导。第二条就是在保险行业发展中，始终

坚持市场化、法制化、规范化和国际化。

市场化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商业保险的一般规

律，也是保险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我们注重培育市场

主体，广泛吸引各类资本参与到保险业中来，促进多种

保险业改革创新的十年回顾

    ——原保监会吴定富主席谈保险业    

    发展思路变化

吴主席认为 ：10 年的中国保险业发展历程可以归纳为两

条主线 ：一条是思想观念上的，突出表现在打破了“就保险

论保险”、“就监管论监管”的思想桎梏 ；第二条就是在保险

行业发展中，始终坚持市场化、法制化、规范化和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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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保险市场主体的发展，活跃了市场竞争，扩大了

市场容量。在向各类资本开放上，中国保险业是走在

金融业前列的。同时，我们改革保险条款费率管理体

制，推动建立市场化的费率形成机制 ；拓宽保险资金

运用渠道，建立集中化、专业化、规范化的资金运用

管理体制 ；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保险市场在自我

调节中实现良性发展。

法制化则为中国特色的商业保险发展提供了法制

保障，确保保险业的发展始终围绕党和政府、社会和

人民的需求展开，突出体现在两次《保险法》修改上。

2002 年的修法主要是针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对

保险业的要求，作了局部修改。2009 年又对《保险法》

进行了系统修订，针对保险业站在新起点进入新阶段

的实际，对行业发展和保险监管做出了许多新规定，

完善了商业保险的基本行为规范和保险监管制度的主

体框架，最终形成了以《保险法》为核心、以行政法

规和部门规章为主体、以规范性文件为补充，基本覆

盖保险经营和保险监管主要领域的制度体系。

规范化就是在市场主体由少到多、市场机制作用

由弱到强的过程中，适时将保险监管的重点从培育市

场向规范市场转变。我们借鉴国际保险监管核心原则，

建立了“三支柱”的保险监管框架（偿付能力、市场

行为、公司治理）。建立保险保障基金制度，形成了

市场化的风险救助机制，确立了以公司治理和内控为

基础、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以现场检查为重要手

段、以资金运用监管为关键环节、以保险保障基金为

屏障的风险防范“五道防线”。建设了全覆盖、标准

化的数据体系和信息系统，保险统计数据实现集中化

管理，开发了保险机构、高管人员、产品管理、现场

稽查等门类比较齐全的现场和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

国际化既是市场化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保险

业做大做强的重要标志。一方面，中国保险业是金

融业中对外开放最早、力度最大的。另一方面，中

国保险业随着自身发展壮大，也崛起成为国际保险

界的重要一员，开始发挥重要作用，突出表现在

2006 年我们承办了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第 13 届年

会，后来又发起建立了亚洲保险监管合作机制。还

表现在中国人保在北京承办了日内瓦协会 2011 年一

季度董事会，日内瓦协会是由全球大型金融保险集

团的首席执行官们参加的协会组织。表现在中国出

口信用保险公司在北京承办了伯尔尼协会年会，伯

尔尼协会是由世界各国出口信用保险组织共同参与

的协会组织。

上面提到的这两条主线合到一起，就体现在十六

大以来中国保险业改革、创新的成果上。可以说，改

革、创新是这一时期保险业发展的最重要的时代特征。

我们抓住机遇推进保险公司改革，在中国金融业

中较早完成国有公司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解决了束缚

保险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我们推进以完善公司

治理和改善经营管理为重点的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保

险公司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我们用改革和发展

的办法化解历史包袱，利差损、车贷险等历史遗留风

险逐步得到解决。我们将改革与创新结合起来，坚持

走创新发展的道路，在保险经营、保险服务、保险监

管等各个领域推进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比如 2006

年以国务院名义下发的 23 号文件，是建国以来第一

次以国务院名义下发的专门针对保险业的文件 ；交强

险制度开启了我国法定保险的先河 ；财政、税收各项

政策支持的农业保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责任保险、

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等重点业务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

可以说，通过这一时期全行业的努力，保险作为

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得到了全社会前

所未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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