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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烟台台谋谋建建全全国国第第一一家家
海海洋洋类类专专业业财财险险公公司司
烟台市“金改”引导保险业朝专业化方向迈进

发展农业险

保险公司有苦衷

“力争在2014年各县市区农业
保险覆盖率达到100%；农业保险品
种不断增加。”这是市政府金融规
划方案对农业保险方面的要求。据
业内人士透露，农业保险方面，正
是烟台做得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也
正因为此，此次改革才会要求在如
此短的时间内实现这一既定目标。

“其实，现在相比山东省其他
地区，特别是一些农业大市来，烟
台的农业保险推广并不算成功，很
多省里面发放的补贴资金甚至会
出现发放不下去的情况。”一位保
险行业内人士说。

以中国人保为首的5家保险公
司现在承担了农业险的推广重任，
但是他们的苦衷很多。因为农业保
险产品一般都是由各级财政出资
来给予一定补贴的，但是据他们透
露，市里的补贴经常会出现不到位
的情况。“省里的资金下拨了，市里
的没有下发，造成了补贴款不足，
到最后不能足额地发放，影响了最
终的实施情况。”

其实不光是农业险，许多海珍
品保险产品也遇到了同样的发展
瓶颈。“海珍品养殖险必须得到财
政的扶持，因为这种保险对保险公
司来讲大多是赔钱的，因此没多少
人愿意去搞。”据介绍，在20世纪80

年代的时候，烟台市曾经有过针对
海参、扇贝养殖的一系列保险险
种，但是，一方面保险本身不赚钱，
另一方面有些渔民故意制造假事
故和假现场来骗保费，导致最后没
有一家保险公司愿意接手这些业
务，这些保险产品也就不了了之
了。

“这种农业险光靠我们自己弄
可不行，我们光有热情但是赔得多
了，谁都受不了，所以要真的解决
农业险的推广问题，还得靠财政方
面的大力支持。”业内人士提到。

本报记者 姜宁 王晏坤

部署大工业电价

执行准备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殷立萍) 10

月25日，国网龙口市供电公司客户
服务中心对即将实施的大工业电
价准备工作进行了精心部署、妥善
安排。

倾情服务政府

重点工程建设
本报讯(通讯员 王茜) 港城

大道西延工程是龙口市近年来工
程量最大、涉及面最广的民生工
程，龙口电力将其列为公司重点工
程进行督查督办，承担了沿途28条
电力线路迁移改造任务。

做好95598业务

集中上收准备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杨林) 为保

证95598业务集中推进计划落实到
位，自10月16日起，国网龙口市供
电公司全体远程工作人员开展业
务培训，为用户提供快捷高效的优
质服务。

开展敬老

志愿者服务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 姜红 ) 近

日，国网龙口供电部分青年志愿者
和彩虹党员服务队成员，到七甲朱
家村开展敬老志愿者服务周活动，
为空巢老人们送去牛奶、蛋糕等生
活用品。

本报10月29日讯 (记者
姜宁 王晏坤 ) 作为金融业
三大支柱之一，保险业的发
展 与 市 民 生 活 质 量 息 息 相
关。而上周颁布的烟台市金
融改革规划方案中指出，在
未来几年内，烟台市政府将
引导本市保险业朝专业化的
方向迈进。

“从这份金融改革方案中
能看出来，市政府在未来几年
内是要把烟台打造成一个专业

性很强的地区。”市保险行业协
会秘书长张安澜说，“现在的烟
台保险业已经有一些保险公司
实现了专业化的经营模式，比
方说，有公司专门做汽车险，还
有公司专门做养老险。”

在鲁东大学商学院副院长
刘良忠看来，这份方案中最重
要的部分在于筹建华海保险公
司。“这是全国首家为蓝区经济
服务的海洋类专业财产保险公
司，设立之后对烟台有着很重

要的影响。第一，这家保险公司
是专业性的保险公司，而且顺
应了当代东部地区蓝色经济区
发展这一时代潮流；第二，这家
保险公司的总部将设立在烟
台，这是继恒丰银行之后，又一
家金融机构的总部在烟台设
立。”

在过去的几年中，经过一
系列发展，烟台保险业已经有
了不错的发展趋势。到去年为
止，全市共有63家保险公司，保

费收入突破了100亿元人民币。
“但是专业化的发展模式还是
比较少见的。现在各家公司的
经营模式趋于同质化，基本就
是这家公司今天出了一种新产
品，另一家公司再过几天又出
了一款一样的产品。”一位保险
公司的负责人说。

不过，大力发展专业化的
保险产品，是相当有难度的。

“不是不愿意搞，是很多因素制
约着你搞不成。”

专家看海洋类财险：

发展海洋类财险，需“政保”合作

“海洋类财产保险险种的
推广，离不开‘政保’合作。”对
于华海财险公司将落户烟台
这个消息，山东工商学院经济
学院教授张晓微说。

“财产保险公司要为烟
台 海 洋 经 济 的 发 展 提 供 及
时、有效、全面的风险管理服
务，就必须依据市场的变化，

不断创新保险种类。”张晓微
说 ，但 是 这 应 该 建 立 在“ 政
保”合作的基础上，否则类似
险种估计很难推广。

所谓“政保”合作，是指政
府部门以实施或促进某些公
共政策为目标，通过优惠政策
和激励措施等利益诱导机制
让渡相关权益，与保险公司合

作，开发相关险种，真正让保
险公司有兴趣参与。

在“ 政 保 ”合 作 的 主 导
下，做好整体规划与重点规
划，建立、健全服务海洋经济
的产品种类，提高理赔服务
质量，就一定能实现财产保
险行业发展与海洋经济发展
的共赢。

发展背后有困惑：

未来华海总部，如果迁走怎么办

一 些 业 内 专 家 最 担 心
的，不是农业险的实施情况
如何，而是一旦华海保险公
司发展起来后，想寻求更大
的发展空间，将总部迁走怎
么办？一旦总部离开烟台，对
烟台的金融业发展将是一个
不小的损失。

“从长远来看，并非没有出
现这类事情的可能，先不说当

初平安保险公司就是从一个小
地方迁到大城市的，就拿烟台
来讲，恒丰银行总部不也有外
迁的想法吗？作为全国首家海
洋类财险公司，华海保险公司
一旦做大后，想把总部迁到北
京、上海、广州或者天津，完全
有可能。”一位保险行业专家
说。

不过，业内专家也提到了

一些预防的意见。“让公司感到
烟台金融业乃至经济发展的巨
大动力和潜力是最重要的，其
次就是给予一定的税费方面的
支持。”

专家提到，如果想让华海
保险公司总部永远留在烟台，
那就要在这次金融改革中“毕
其功于一役”，将区域经济、金
融中心定格在烟台。

记者微观察：

警惕保险业

再次“生病”

发展专业的保险产品和保
险公司，在现在固然很重要，但
是千万不可忽视对保险业的不
断整风，不断将那些混乱的因
子剔除出去。

烟台保险业的发展是非常
迅速的，虽然时常也有保险投
诉问题的发生，但是首先，相比
其他城市，烟台的保险投诉数
量和规模较小，其次，许多保险

投诉都是发生在5年前乃至10

年前的陈年旧账，和现在的保
险发展无关。

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作
为一个冉冉上升的行业，保险业
在发展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遇
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遇上各种各
样的阻碍。这就需要相关方面不
断地对保险业进行纠正与匡扶。

“保险是骗人的。”这句话

记者听了无数遍，这在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5年前或10年前那
一批保险业务员把“这潭水”给
搅浑了。我们要警惕“这潭水”
再次变浑，警惕现在越发健康
的保险业再次“生病”。

我们相信，未来，10年后或
20年后，保险产品必将进入千
家万户，成为市民认可的产品。

本报记者 姜宁

相关阅读

国网龙口供电

本报记者 姜宁 王晏坤

2 9日上午，针对华海财
产保险公司的筹建情况，记
者分别采访了烟台市政府金
融办和烟台保监分局。目前
华海财险公司已将申请材料
递交至中国保监会，正在等
待审批。如果通过审批，华海
财险公司将被打造成全国首
家海洋类专业性财产保险公
司。

早在2012年7月，华海财
险公司就已经出现在公众视
野中。当时有媒体报道，山东
滨化投资有限公司等 9家公
司将共同出资设立华海财险
公司，注册资本8 . 5亿元。

华海财险公司将以海洋
保险为主导产品，以沿海地
区为业务区域，逐步发展成
为国内一流的专业化海洋财
产保险公司，从而扩大抗风
险能力。

“目前正在筹建的就是这
个公司，要将中心总部设在烟
台，意义深刻。”烟台保监分局
工作人员说。

“现在已将华海财险公司
的审批材料报请中国保监会，
正等待审批通过。”烟台市政府
金融办的工作人员说。

华华海海财财险险公公司司已已提提交交保保监监会会审审批批

农业险真
正得以推广之
后，果农们就不
会因为雪灾减
产而悲伤了(资
料片 )。 本报
记者 赵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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