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 :为什么国家政府会选择
在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出台保
险的“新国十条”?是不是意味着
政府希望保险行业进入一个更
新、更高的层面?

解读:十八大之后,尤其是十
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政府一直提
倡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保险市
场是未来市场经济的主要目标
之一。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发达
的保险市场是市场经济必然的
产物,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的环
境下,发达的保险市场是会萌生
出来,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我
们要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就要
营造保险市场成长发展的有利
环境,新版的国十条实际上就是
要突出商业保险市场在市场经
济中的作用,所以这个时点推出
政策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问 :我们通常认为保险 ,就是
遇到风险的时候降低一些损失 ,

实际上肯定不仅仅如此 ,那么我
们该如何看待中国的保险呢?他
们是如何进行分类的?特点是什
么?

解读 :中国的保险分为两大
类别就是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
可能有些人对社会保险和商业
保险的层次和分界是不太清楚
的:社会保险是政府来办的,我们
国家有五险,五险就是社会养老
保险,再一个社会医疗保险,就是
我们说的基本医疗保险和养老
保险,还有三个是生育保险,工伤
保险和失业保险,整个运营过程
是由政府来承担的,特点是广覆
盖,可持续,低保障,层次比较低,
他不以盈利为目的；商业保险是
在它的基础之上,我们有了五险
之外,还有一些更高层次保障的
需求,比如说基本医疗保险有药
品目录,目录之外的只能由商业
保险来承担；另外即使在药品目
录之内的费用,可能有20%也是
不能报销的,这块也是由商业保

险来补偿。尤其像一些重疾保险,
只要医生确认病情之后,患者就
可以拿到30万,或者50万的保险
金,这笔费用可以用于治病,也可
以做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这个
都是社会保险所做不到的,都是
由商业保险对社会保险进行补
充。

问:新国十条中提出了“现代
保险服务业”的概念,那么什么是

“现代保险服务业”?我国正式的
提出这个概念,是出于什么考虑?

有什么意义?

解读 :保险业本身就属于金
融服务业之一,并且是非常重要
的一个板块,因为他和客户签订
保险业务。保险行业作为服务业
其自身具备两个基本的职能,基
本职能一个是经济保障,就比如
说着火了,地震了,或者是车被撞
了,这个时候由保险公司进行经
济补偿；第二是分散风险,一个人
的风险很难分散,但是参加的人
越多越好分散。天有不测风云,人
有旦夕祸福,现在天气预报做的
比较准确,但是旦夕祸福对个人
来说是无法预测的,但是对于群
体而言则有大数法则,举个通俗
的例子,济南市具体到哪一个市
民今年会不会出事不知道,但是
济南市的600万人中,我们知道这
一年有多少人死亡,有多少人得
重大疾病,他们如果都购买了保
险,那么赔偿有多大,这个数字就
非常清楚了。只有通过商业保险
这种机制才可以达成分散每一
个单个个体风险的目的,而其他

机制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其实,保险业最重要的职能

是风险管理。不出事,少出事,这
是我们最需要的,出了事故之后
进行赔偿,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
比如对国家来说,泥石流,地震发
生了,究竟给哪个企业赔偿,这个
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生命
财产得以保障,这个才是重要的。
而这种服务从哪里来,最好就是
专业性的机构,我们市场经济讲
分工,这样才有效率,商业保险正
是承担这个责任的,少出事,不出
事,如果一旦出事了,保险就可以
进行赔偿。

问 :新国十条中提出到2020

年保险深度(保费收入/国内生产
总值)达到5%,保险密度(保费收
入/总人口)达到3500元/人。这个
数据能反映什么问题?“保费密
度3500元/人”又是一个什么概
念?

解读 :保险密度和深度是衡
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保险业发展
程度的重要指标。所谓的保险深
度就是保费收入这一年所有公
司拿到的收入占GDP的比；保险
密度就是人均保费——— 全国有
将近14亿人口,大家交的保险费
平均到每个人身上的保费就是
人均保费。

“新国十条”中提出“到2020
年 ,保险深度达到5%,保险密度
达到3500元/人”。而2013年我国
保 险 深 度 3 . 0 3 % , 保 险 密 度
1265 . 7元,短短六年时间,保险深
度需增加1 . 6倍左右,保险密度需

增加2 . 7倍左右。若未来六年年
均GDP增长率7%左右,那么保费
收入的年增长率将达到15%,差
不多两倍于GDP的年增长率；若
未来六年年均GDP增长率8%左
右,那么保费收入的年增长率将
达到 1 6% ,同样差不多两倍于
GDP的年增长率。这是一个非常
高的数据成长,表明了国家对于
保险行业的强烈期许和关注。

问:在2006年发布的旧版“国
十条”中“鼓励保险资金直接或
间接投资资本市场、逐步提高投
资比例”,而新版“国十条”为险资
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发展 ,

提供了全新空间。如何看待保险
投资渠道的拓宽和发展 ,这对未
来有什么影响?

解读 :所谓的保险新政里面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保险资金的
运用,渠道放得很宽,风险管理更
加到位,尤其放宽渠道的时候,其
中一些管理的细则纷纷出台,出
台了将近20份文件来约束保险
业的投资,当然在约束过程当中,
主要还是一个创新与放权。从数
据结果来看,在2014年的时候,到
现在为止投资收益率,不完全统
计较2013年4 . 2%的投资收益率
是高的,保险投资渠道改革对保
险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保险公
司收来的钱要投资收益好的话,
保险公司的成本压力会轻,向投
保人收取的费用就低,如果国家
政府管得太多的话,投资收益率
就上不去,要让保险公司自主去
投资,只要是好的渠道就可以投

资,但是风险要承担,而且监管部
门对保险公司的风险监控是比
较严格的。总体而言 ,和旧版相
比,新版国十条极大地改进了保
险投资市场环境,应该说是正面
积极的,利民恤民的。

问 :这次保险的“国十条”重
点支持民生类保险发展创新。其
中提出要把商业保险建设成为
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 ,要求
商业保险成为家庭和个人商业
保障计划的主要提供者。为什么
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要求?目前我
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解读 :中国保险业近十几年
一直保持快速的发展,但是保险
总量以及它发展的总体程度还
是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有
些保险我们虽然知道,但是也许
我们不懂 ,我们不了解 ,所以我
们不去购买它,风险就由自己独
力承担了。但是未来在市场经
济的条件下,我们个人家庭很难
再把风险全部承担,尤其是家庭
在核心化 ,小型化 ,无子化 ,老龄
化,这样一个家庭是很难承担各
种各样的人身财产风险的,怎么
办?最好的机制是什么?商业保
险。未来在“新国十条”政策的
推动下,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产
品会越来越便宜,提供的服务会
越来越好,保险市场的声誉不断
改善 ,老百姓就会更加接受保
险。

“新国十条”横空出世,突显
出国家对保险行业的重视以及
更为完善具体的政策支持,保险
业再一次站在了新的起点上,迎
来发展最大政策红利,这将使得
寿险行业社会地位稳步提高,发
展环境日益优化,保费规模将更
一步扩大,寿险发展空间将更大
拓展,这种种利好将为保险从业
人员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舞台,
勾画个体及团队发展更加辉煌
的蓝图!

解解读读保保险险““新新国国十十条条””,,跨跨进进保保障障新新时时代代
今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业内翘首以盼的“新国十条”终于

揭开了神秘面纱。业内人士认为,“新国十条”既是顶层设计,也是行动纲领,营造出一个“大保险、大保障”的
宏大篇章,向社会宣告了一场“保险业的成人礼”。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新国十条”无疑也是一份政策大
礼,其中有关民生的亮点最引人关注。此次“新国十条”内容非常细化,甚至到具体险种。其中对民生多个领
域都有所涉及,比如推动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发展；开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等；究竟保险新“国十
条”带来了什么?让我们共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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