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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我想利用今天这个时间讲三个

问题： 

一、 保险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保险最基本的作用是经济保障，随着其发展逐渐派

生出了资金融通、社会管理、经济助推、市场监督等作用。这些作

用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言都非常重要，保险业人士对此也

大多具有共识，在此我就不再赘述了。今天，我想从更基础、更本

质的方面来分析保险的功效。 

保险业是做什么的？它是承保风险、管理风险的行业。风险是

什么？业界的人士都知道，从保险角度来说的风险，用简约的词语

来说，是一种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人类是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状态

中的，没有人能准确地预知未来。即使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我

们无数次地听到或看到这样的说法，如“谁谁谁准确地预测到了两

伊战争”，“谁谁谁准确地预测到了亚洲金融危机”，但一个不可否认

的事实是，我们绝大多数人是凡夫俗子，我们没有那个知识、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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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去准确地预测每天将可能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不幸事件。当这种

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环境之中时，如果没有类似

保险这样的制度，它将从三个方面影响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第一，

意想不到的损失发生了，而人们事先没有很好地做出准备，由此正

常的生活、生产等经营活动不得不中断； 第二，这样的一种对未来

的不确定可能导致人们对未来的担忧与恐惧，进而可能导致不作为

——因为不知未来的结果将会如何。于是，小到可能减少生产经营

活动，大到可能放弃对未来的科学探索。第三，退一万步来说，即

使人类可以准确地预测未来的风险，即使人类勇敢地接受命运的挑

战，不惧怕未来的不确定所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但面对可能的损

失，个体的力量实在是太有限了。如果要由每个“个体”自己去应

对这种风险，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哪怕是极小的损失对个体

来说都有可能是“伤筋动骨”的。 

但保险制度的发明改变了这个历史！保险通过精巧的制度安排

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了革命性的作用。首先，它将未来的“不确定

性”所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限制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并“锁定”这

种损失，由此在很大程度上将结果的“不确定性”变得“确定”，使

人类可以在比较“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决策，并

从事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其次，它将人类“个体”的力量整合成

了一支“集体”的力量，使得人类应付灾难的能力呈几何级数增长。 

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没有股份制度，世界上不可能出现铁路，

这是盛赞股份制的资本“聚集效应”。而保险制度不仅具有这种与“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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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制”相似的巨大的资本“聚集效应”，而且它减少了人们由于不确

定而对未来产生的恐惧，由此刺激和保护了人类的创新潜力和动力，

加快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步伐，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保险制

度，人类社会前行的步伐将会缓慢得多。 

可能有人会认为我的上述判断有“理论演绎”之嫌。的确，我

们没有办法去回溯两段人类历史长河——一个有保险制度，一个没

有保险制度，然后来比较一下两个人类社会前行的步伐。但眼前的

事实似乎应当可以作为一个诠释。纵观一下目前的世界，可以说经

济发达的国家都是保险业发达的国家。仅以美国为例。我们说美国

是世界经济强国，我敢说，这个经济强国是以强大的保险业作为一

个重要后盾的。美国有 5000多家保险公司，一个国家的保费占到世

界总保费规模的 1/3。9·11事件给美国带来了巨额的经济损失，但

由于其保险业发达，保险公司进行了 500 亿美元左右的赔付，使相

当部分受损人员和企业很快得到经济补偿，由此对稳定社会、尽快

恢复正常经济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是

如此。 

也可能有人会说，银行不是也具有保险的这种“未雨绸缪”的

作用嘛？许多人将钱存到银行不就是为了预防未来不确定事件的发

生吗？是的，银行具有这种作用，但银行的这种“未雨绸缪”与保

险的“未雨绸缪”具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一种纯粹的“自助”行

为，而后者是“自助”与“他助”相结合的行为，这种性质的不同

导致了后果极大的差异：银行只能是一对一的补偿，而保险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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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类“个体”的力量整合成一支“集体”的力量，大大提高了人

类应付灾难的能力。 

二、中国保险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 

保险如此重要，但在中国，保险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

来，保险的地位相对还很低。这可以从以下几组数据反映出来：首

先，与世界保险业相比，中国保险业的地位太弱小，中国的 GDP 占

世界排名的第六位，但中国的保费总规模仅占世界排名的第十三位，

总保费的规模不到世界水平的 2％。从保险密度看，世界平均水平位

423美元，我国不到 30美元，在世界 80多个国家中排名第 71位。

其次，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相比，保险业太弱小。目前银行业有 20

多万亿资产，而保险业到去年底仅为 9123 亿，占银行资产的 4.3%

左右；居民储蓄存款 11 万元，保费只有 3800 多亿，仅占居民储蓄

存款的 3.5％左右。再次，最关键的是，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对保

险业的要求相比，我国的保险业无法适应，它的渗透力太低，很多

人没有买保险，或者保障额太低。举例来说，1998 年的洪灾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达 2 484 亿元人民币，2.23 亿人受灾，而保险业共支

付水灾赔款仅为 30多亿元，不到损失额的 2％。保险保障的不足，

给灾后重建带来极大的困难。 

中国的保险业为什么相对落后呢？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有以下

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历史还很短，特别是与

发达国家相比。例如英国的保险业已经有 300 多年的历史了，美国

有 200多年，日本有 100多年，我国严格说来只有 20多年。发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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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短，自然发展的层次和水平相对就比较低。其次，保险业自身的

一些特点，使得其发展相对其他金融部门来说面临一些很难克服的

制约因素。第一，虽然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从人性的角度来说，

人们大都避讳风险。从我的观察来看，中国的消费者对银行、证券、

保险三种金融产品的接受程度是逐渐递减的。我经常讲，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与银行相比，保险公司具有天然的竞争劣势——因为在

商品经济社会，任何人都需要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而无论是硬币、

纸币，还是信用货币、电子货币，都属于货币的范畴，都需要银行。

特别是在中国，保险业停办了长达 20年之久，而银行一直在经济生

活中运转，广大老百姓对银行极为了解和熟悉。再加上中国人有良

好的储蓄习惯，想说不爱银行都很难。再与追求高投资回报的证券

业相比，保险是用一种确定的“损失”（保费支出）来换取对未来风

险的保障。对个人来说，未来风险主要包括死、伤、残、病、财产

损失等各种不幸事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都是愿意追逐财富的，

证券市场的“财富效应”撩得人们如醉如痴，但人们却不愿意谈及

死、伤、残以及其他各种灾害事故等客观存在的东西，特别是在中

国的文化氛围里，而后者却恰恰是保险业所经营的内容。因此，人

们可以主动去存款、主动去购买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但相对来

说，人们通常不愿意去主动购买保险，这就是为什么保险业需要如

此庞大的中介销售人员和机构的重要原因。 

第二，保险产品是一种很复杂的金融商品，这是因为在投保人

购买了保险以后，被保险人是否能够获得他所预期得到的赔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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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风险事故是否发生，这就不像在银行储蓄和购买股票、债券等

金融产品的场合，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而风险事故是否发生不

仅仅只是取决于客观事件，还可能受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保

险公司承保了一份汽车盗抢险，然后，车子被盗了。保险公司必须

去调查被盗事件的真实原因，因为有可能真是被盗了，也有可能是

被保险人诈保，这种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不普遍。如果保险公

司对诈保人也进行了赔付，那不仅不会起到保障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的作用，而且会引发道德风险的发生。那么，保险公司怎么就知

道谁是清白的、无辜的被保险人，谁是诈保人呢？谁的脑门上也没

有标明我是好人，我是坏人。因此保险公司就只能通过一些比较繁

琐复杂的制度设计――从保单基本责任的确定、除外事件的规定、

保险事件的调查等来进行自我保护，这样做实际上也是保护其他被

保险人和整个社会。但这样一来，保险的交易过程相对其他金融部

门，例如银行、股票、债券等就会复杂繁琐得多。而即使这样，保

险欺诈的事情还是不能杜绝，即使是像美国、英国等这样的发达国

家，据统计，与保险欺诈有关的赔付要占整个赔付的 10～30％左右。 

三、诚信是保险业安身立命、发展壮大之本 

除了上述上面谈到的那些诸如发展历史短、保险产品自身的特

点等对中国保险业构成了一些制约因素以外，实际上，我国的保险

业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诚信问题，如果保

险行业不能树立起诚信形象，它将从根本上影响保险业的长远发展。 

任何行业都有一个诚信问题，但诚信对保险业而言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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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保险产品是一种以承诺性为特征的

商品。在保险产品“交易”的场合，投保人缴付了保险费之后，他

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产品”，而是只能等到保险公司所承保的保险事

件发生以后，才能得到保险赔付。由此可见，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

的关系在投保一方付费以后不仅没有结束，而且可以说是刚刚开始。

如果投保人不相信保险公司会履行承诺，保险交易就不可能发生，

换句话说，保险交易的发生必须基于投保人对保险公司信任的基础

上。第二，保险人如果不诚信，就可能把被保险人置于绝境。人们

到银行存款或证券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大的收益，这是一

种锦上添花的事情；而在绝大多数场合，人们购买保险的目的是为

了转移风险，减少损失，它的目的是雪中送炭。银行不诚信给存款

者带来的后果可能是本金和利息的丧失，证券公司不诚信给投资者

带来的后果可能是预期投资收益的血本无归，而保险公司的不诚信

带给投保人的后果则可能是灭顶之灾。正是因为此，我认为，社会

对保险业的诚信要求不仅大大高于一般制造业，而且还要高于银行、

证券等其他金融部门。 

在中国，公众对保险业有许多批评，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条：一

是“保险是骗人的”，二是“保险公司不保险”。限于时间的关系，

我这里主要想评论一下第一个批评。 

客观地说，这些批评的背后有些来自公众对保险的不了解而产

生的一些误解和偏见。比如，有些消费者对保险公司正常的理赔调

查程序不理解，认为保险公司是在故意刁难、拖延赔付；有些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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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索赔遭到拒绝时就一律认为是保险公司在欺骗，而不知有些是

因为在保单上已经被明确列为除外责任；有些是因为消费者在投保

时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而导致保险公司根据保单约定合理拒赔。在我

看来，消费者的误解和偏见有时会使保险业遭到无辜的批评，但即

使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保险公司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强化了

这些误解与偏见。这些问题主要有：第一，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工作

失误，第二，保险公司营销人员虚假承诺，第三，保险公司保单设

计产生误导，第四，当消费者出现误解和偏见时，保险公司没有进

行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明，以理服人，从而导致误解和偏见在社会上

被传播放大。凡此种种，都是保险公司招致公众批评的重要原因。 

这些问题不是保险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但如果我们对上述问题不正视，不解决，由此导致部分公众对

保险产生误解和偏见，甚至将保险与欺骗、传销等相提并论，这必

将损害保险业的生存基础。如果公众对保险失去了信心，保险业就

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就谈不上什么长远发展。如果大家能

够充分认识到诚信问题对保险业的重要性，并着力去树立行业的诚

信形象，我相信中国保险业的前景是十分广阔的，因为我们有巨大

的市场，也有很好的改革基础。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