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监/管/之/声

18

深化改革创新  提升服务能力
发展人民群众需要的财产保险

中国银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伟大征程，我国财产

保险业从恢复业务到逐步走向发展壮大，走过了一段

不平凡的历程。在近 40 年的历史实践中，我们的财产

保险监管事业也在不断完善，探索出了一些极具意义

的可循经验。

一、财产保险市场发展和监管工作取得显

著成就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保险需求不断增长，为财产

保险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面对难得的战

略机遇期，财产保险业紧紧围绕改革开放的主线，坚

持创新发展，坚持防范风险，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成就斐然。

（一）业务持续健康发展，保障水平不断提升

1980 年国内保险业务恢复以来，财产保险业保费

收入快速增长，从 1980 年的 4.61 亿元增长至 2017 年的

10541.4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23.3%，明显快于宏观

经济的增长速度，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最具活力

的行业之一。财产保险风险保障水平不断提升，为经济

保驾护航的能力不断增强。2017 年投保交强险的机动

车共计 2.34 亿辆，机动车投保率达 75%（其中汽车投

保率达 95%），商业机动车辆保险的投保率达到 81.8% ；

农业保险承保主要农作物达 21 亿亩，约占全国播种面

积的 84％，承保农作物品种超过 210 种，覆盖了农林牧

副渔各个领域。2017 年，财产保险业提供风险保障达

3030.4 万亿元，是同期 GDP 的 37 倍；支付赔款 5500 亿元，

占当年 GDP 的 0.66％。财险在重大灾害中所发挥的作

用显著增强，比如 2013 年“菲特”台风，支付赔款 63

亿元，占经济损失的 10% ；2015 年天津港 8.12 爆炸案，

支付保险赔款 81 亿元 ；2018 年“山竹”台风，仅广东

省报损金额已达到 34 亿元。近年来，财险业先后为北

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以及广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提供

保险保障金额近 7000 亿元，保障近 1200 万人次。2017

年，财险业总资产 2.5 万亿元、净资产 5903 亿元、实收

资本 3111 亿元，分别是 2010 年的 4.3 倍、5.8 倍、3.5 倍，

行业资本实力显著增强。

（二）产品种类日益丰富，服务领域逐步拓宽

财险业不断加大产品创新力度，车险、家财险、

企财险、农险、责任险以及信用保证保险等传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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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控制预测无效益的保险业务，主动调高年度利

润考核指标的权重，普遍将效益的考核权重提高，

大部分公司都把依法规范经营作为考核的一项重要

指标。

（四）风险有效防范化解，行业整体风险可控

财险业始终把防范和化解风险作为第一要务，坚

持守住风险底线，采取综合手段积极防范和化解风险，

确保财险业在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风险可控。在近 40

年的发展长河中，财产保险领域也曾出现过一些风险，

如车贷险风险、非寿险投资型产品风险、中华联合等

部分公司偿付能力不足风险等，但均得到有效的防范

和化解。目前，财险行业偿付能力不断增强，核心

偿付能力溢额达 2878.51 亿元，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23.79%，综合偿付能力溢额达 3575.38 亿元，综合偿

付能力充足率 253.76%，在已开展业务的 88 家财险公

司中，除长安责任外，其他公司偿付能力均充足，未

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

（五）监管制度不断完善，依法科学有效监管成效

明显

财产保险市场的迅猛发展，与保险行业制度和监

管体系建设不断加强、保险监管理念和监管水平日益

提升密不可分。《保险法》经过三次修订已经成为保险

业的基本大法，《交强险条例》、《农业保险条例》以及

各项财产保险监管规章制度的出台，为财产保险行业

的科学、规范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保监会自 1998 年

成立到 2018 年与银监会合并成为银保监会，已形成总

部和各派出机构条块结合、上下联动的矩阵式监管架

构，为行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 ；偿付能

力监管、公司治理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为三大支柱的

现代保险监管制度体系不断建立健全，在防范和化解

风险、确保财险公司长期稳健经营等方面迈出了实质

性的步伐 ；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测两种手段逐步建立

品进一步丰富，同时退货运费险、航班延误险等个性

化、有特色的新产品不断涌现，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1980 年复业时，企财险保

费收入占全部财产险保费收入的 97%，而 2017 年末

的 14 大类产品中，车险保费占比达 71%，企财险占

比仅为 3.71%。财险服务领域不断拓宽，基本覆盖了

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充分发挥了经济补偿、资金融

通和社会管理功能，成为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市

场机制。如 ：车险通过奖优罚劣机制有力促进道路交

通管理 ；农业保险覆盖了农、林、牧、副、渔业的各

个方面，有力支持“三农”工作，我国也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第二农险大国 ；责任保险近年来年均增速超过

20%，已覆盖了医疗、教育、旅游、环境保护等多个

领域 ；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在促进对外贸易、扩大内

需和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巨灾

保险在灾后重建、恢复生产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起

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市场体系不断完善，竞争格局基本形成

40 年来，财产保险市场法人机构数量快速增多，

市场结构日益优化，已初步形成国有控股公司、股

份制公司、中外资公司、专业性公司以及相互保险

社等多种组织形式、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存，公平竞

争、共同发展、日益开放的多元化市场格局。目前，

财险市场共有法人机构 88 家，其中中资 66 家、外

资 22 家 ；专业性公司达 14 家（农险公司 5 家，汽

车保险公司 2 家，互联网公司 4 家，信用保证保险

公司 2 家，责任险公司 1 家）。随着主体增加和竞

争加强，财险市场集中度逐步降低，保费规模前三

家公司的市场份额合计占 63%，保费规模前八家公

司的市场份额合计 82%。同时，行业发展方式逐步

转变，科学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基本建立了以效益

为中心的内涵式发展理念，普遍注重加强内部管控，

主动控制业务发展规模，主动控制分支机构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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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完善，为推进分类监管、提高监管有效性、打击市

场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了基础。此外，随着监管理念不

断完善，对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也在不断

加强。

二、财产保险监管的实践体会
尽管取得巨大成就，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

当前我国的财产保险业依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要

促进财产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推动行业不断融入和

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40 年来的历史实践和成功

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坚持党对保险事业的领导，坚持

以市场化和服务实体经济为改革发展方向，以防范化

解风险和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为监管重点。

（一）坚持市场化的发展方向

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商业保险，财产保险是市

场经济的产物，财产保险业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

业。当前财产保险业要持续发展，就必须继续深化

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在强监管的同时，要尊重市场

规律，统筹好监管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之

间的配合与协作，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

定性作用。同时，要坚持解放思想，以发挥市场机

制作用为目标推动监管机制创新，深化商业车险等

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此外，还要继续坚持扩大对外

开放，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充分借鉴和运

用国际经验，主动融入国际市场，调动国际保险人

的要素资源力量，支持和促进国内财险市场的产品

和服务创新供给。

（二）坚持防范化解风险

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下，财产保险业面临的风险

因素也更趋复杂，要自觉将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作

为保险监管工作的重点，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监管理

念，改进监管手段，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

以防范风险为核心，根据偿付能力、治理结构、市场

行为、资金运用、内控管理以及高管人员等情况，对

保险公司的管理水平、财务状况、风险程度进行综合

评价，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增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同时，要跳出保险看保险，持续跟踪分析国际

国内金融形势变化对财险业的影响，做好风险预测和

防范。

（三）坚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在前期的监管工作中，我们以保护保险消费者

合法权益为目的，制定实施了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各

项制度，如建立了承保理赔信息客户自主查询制度，

推出了交强险无责赔付处理、提前结案处理、互碰

自赔处理、直接向受害人支付赔款、损害赔偿人民

调解、快速处理等机制，解决了财产保险消费者重

点关切的一些问题，财险行业的形象不断提高。今后，

我们还要继续把保护好保险消费者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作为财产保险监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不断解决人民群众在保险消费中的痛点和难

点，改进产品服务，开发真正符合人们需要、定价

合理的多样化保险产品，提升承保、理赔服务水平，

严厉惩处侵害保险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让保险业改

革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到人民群众。

（四）坚持服务实体经济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全球化红利，为财产保险

业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也是财产保险业发展

的源泉和动力。保险业要发展，必须回归本源，服

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在服务实体经济中实现自身持续

健康运行。我们要坚持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目标，

聚焦主业创新，打造核心力量，不断服务于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污染防治等国家重要战略，更好地发挥

财产保险“稳定器”和“助推器”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