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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银保监会及派出机构对保险业共开出

801 张处罚决定书，同比增加了 99.25%；罚款

金额更是高达 1.22 亿元，同比增加了 90.89%。

今年上半年的罚单数量、罚款金额已接近 2019

年全年总量。7 月银保监会对保险机构和从业

人员共开出113张罚单，罚款金额超1400万元，

罚单数量与罚金更是“双升”。

一方面监管部门该处罚处罚，该处理处理；

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和险企也要研究一下，为什

么会有如此大比例的险企违规情况。受制于疫

情影响，一季度险企多项业务无法开展，尚有

如此大的罚单规模，说明保险行业目前还处在

“幼儿园”水平。

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中国保险业的日子

过得不错，但好日子之下掩盖着机构构成不合

理、产品品种少、服务跟不上的问题，保险业

要跳出“舒适圈”，需要监管层与险企多方努力。

监管：目标导向，引导竞争

对于监管层而言，在政策制定上要与时俱

进，催生行业竞争态势。

7 月 9 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实施

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 ( 征求意见稿 )》( 简

中国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上

半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 2.7 万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 6.5%。2020 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超

100 万亿元，按照《中国保险行业“十三五”

规划纲要》制定的目标，“到 2020 年，保险深

度达到 5%”，按此目标，今年保费收入则要达

到 5 万亿元。从目标达成度来看，今年疫情对

保险行业保费收入基本没有影响。

详细分析一下保费保额的构成，就会发现

这其中中高收入群体是稳住上半年保费收入的

主要力量。

在保险保费收入构成中，相比于财险，寿

险占比较高。寿险保费规模约为财险保费规模

的 3倍。截至 2020 年 6月，保险行业寿险保费

规模为 15619 亿元，相应保额为 190610 亿元，

保单件数为 4275 万件；而在去年同期，寿险保

费、保额、保单件数依次为 15026 亿元、154640

亿元和 4843 万件。可以看出，相比于 2019 年上

半年，2020 年上半年寿险保费收入增加了约 600

亿元，保额却增加了 35970 亿元，保单件数也有

所减少。这说明，疫情期间，中高收入群体与

普通民众相比，保险保障意识更强。

另外，一个显著的现象是，今年上半年

保险业罚单数量和罚金显著增多。据统计，今

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中国保险业的日子过得不错，但好日子之下还掩盖了机构构成不
合理、产品品种少、服务跟不上的问题，保险业要跳出“舒适圈”，需要监管层与险企
多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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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在路上跳出“舒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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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强险”包含的财产损失赔偿项目，将财产

损失的保障通过商业保险进行安排，并且将“交

强险”原有的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对应的保费转

移到死亡、伤残和医疗费用方面，尽可能提高“交

强险”死亡伤残和医疗费用的保险额度。因此，

建议相关部门提请国务院删除《机动车交通事

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有关财产损失赔偿的条

文，将大概率小损失的财产损失赔偿的相关费

用与额度划转为小概率大损失的生命保障。

对于车险改革，一方面车险行业保费和盈

利能力承压，另一方面行业虹吸效应明显，中

小险企在车险这块基本没有出路。这是因为我

国车险产品同质化严重，在目前的车险销售中，

车商渠道占比较高，尤其是新车业务。随着“零

整比”的提高，汽车厂商不断降价，为提高盈

利水平，“送返修资源”成为车商渠道的主要

盈利来源之一。而头部险企送返修资源优势突

出，车商渠道保费占据优势。

从国际经验看，大多数市场头部前五名

保险公司的车险市场份额均超过 50%，对比我

国车险市场，头部三家险企市场份额则超过了

60%。要进一步激发我国车险市场的竞争态势，

需要监管层打破目前这种大险企与车商之间的

绑定关系。

除了车险以外，我国财险企业利润第二大

来源是意健险（意外险和健康险），这并不是

说财险企业不可以做寿险的业务，而是意健险

成为财险企业的第二大收入来源多少有些不合

理，财险公司应当围绕财产多做文章，不要与

人身保险公司抢夺意健险。这里也呼吁银保监

会对此加以理性的约束和引导。

险企：转观念、强服务、拓产品

除了监管层的引导，在提升保险服务水平

上，险企自身还得修炼。

称“征求意见稿”)，这是中国自 2006 年 3 月

21 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出

台之后最重要的一次车险综合改革。车险业务

分为两部分，一是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强制保险条例》必须投保的法定项目，二是根

据自愿原则投保的商业项目。

“征求意见稿”提高了死亡伤残和医疗费

用的赔偿限额，对现行的财产损失有责任和无

责任赔偿的限额标准仍然未做调整。“征求意

见稿”提高了与生命相关的赔偿限额，对财产

损失赔偿限额不予调整，这显然受制于国务院

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有关财产损失赔偿的内容。实事求是地说，根

据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责任的 2000 元

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和无责任的 100 元财产损失

赔偿限额缺乏保险保障的实际作用，建议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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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代理可以服务更多的客户，代理人队伍必

然要缩减，功底扎实的专业代理人会脱颖而出，

其余则要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三是拓展保险产品范围。

根据银保监会数据，目前我国共有 87 家财

险公司，其中 2019 年保费规模在 100 亿元以下

的中小公司占了 75 家。在车险市场，现有的中

小险企基本没有出路，但可以另辟蹊径，走“小

而美”路线。银保监会在车险综合改革征求意

见稿中提到，“支持行业制定包括代送检、道

路救援、代驾服务、安全检测等车险增值服务

的示范条款，为消费者提供更加规范和丰富的

车险保障服务。”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车险增值

服务进行差异化竞争。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为 3 亿多辆，相对于

14 亿人口而言，我国并非汽车大国，但车险保

费却占到财险保费规模的 70%~80%，这是极不

合理的。与之相比，美国 3 亿多人口，汽车保

有量 4 亿多辆，车险在财险中的占比却在 40%

左右。

8 月 5 日，银保监会印发《推动财产保险

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2020—2022年 )》，

要求将车险保费在财险保费收入中的占比降到

50% 以下。这就意味着财险企业要扩展新的保

险产品，增加保费收入结构的多样性。我国是

一个工业门类齐全的国家，财产保险在其中可

以大有作为。比如工程建设及其中各种各样的

经济行为，保额很高但保费很低，带给险企的

利润很低，相比之下，车险的价值不高保费却

很高，带给险企的利润也很高。这其中一方面

是产品设计问题，一方面则是过去对于工程建

设当中的一些行为并没有梳理，大的工程项目

有国家担保且质量要求很高，出风险的概率低，

相应保费也会低。一旦工程建设中的相关关系

梳理清楚，走向市场化管理，财产保险的市场

就会很大，险企可以提前布局准备。

一是转变观念。

险企要强化保险本身互助的特性。

疫情期间，保险行业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

但捐赠新冠肺炎险这一举措并不合理。据统计，

疫情期间，保险行业捐赠了高达 15 万亿元的保

额。如此巨大的保额，保险公司是否对自己的

出险能力做过测算？保险的本质是互助，投保

人购买保险是见费出单，没有缴纳保费也就不

应当出单。保险业是保险客户群体共同构成的

大家庭，表面上通过保额做公益，一旦出现巨

额索赔，就会影响正常保险客户的利益。因此，

在没有任何保费入账的情况下，没有科学研判

可能产生的损失，捐赠行为其实是在破坏保险

经营的基本原则。这次我国疫情控制很快，如

不然，保险公司捐赠新冠险的行为面临的理赔

风险就会很大，甚至可能出现巨额亏损。

二是通过技术手段强化服务质量。

疫情期间，险企一季度线下业务大面积停

滞。对于寿险业务，此次新冠疫情暴发时期正

处于各家保险公司“开门红”营销的关键节点，

从 2019 年单月寿险数据可以看出，每年一季度

的寿险保费能够占到全年寿险保费收入的近五

成，而疫情防控期间代理人的线下推广活动已

经基本暂停，银保渠道同样无法正常营业，“开

门红”营销节点受阻，这对一直依赖于线下面

对面展业和签单的寿险业务是极大的冲击。而

在财产险领域，车险业务会受到由疫情防控期

间新车销量锐减而带来的短期业务冲击。

在这种情况下，线上销售的优势就体现出

来了。麦肯锡报告显示，数字化保险公司在疫

情中受到的冲击整体小于传统保险公司。

网上销售是一个重要渠道，但提供服务的

质量如何还是在人，在银保监会对保险业开出

的罚单中，中介机构较为集中。 4 月 16 日，银

保监会官网发布《保险代理人监管规定（征求

意见稿）》，对代理人群体进行行为规范。未

来保险产品销售实现互联网化，这意味着单个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前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