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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國大陸經濟概況 

根據大陸國家統計局發布之資料1，初步估算 2010 年全年，大陸國內生產總

值（GDP）為 397,983 億元人民幣，較上年成長 10.3%，受到全球經濟逐漸回升

的影響，成長速度較上年增加 1.1 個百分點。分季度來看，四個季度 GDP 分別

成長 11.9%、10.3%、9.6%及 9.8%。意味著大陸經濟保持了比較平穩較快的發展，

避免了可能出現的過熱的苗頭，也避免了二次探底的可能。大陸經濟成長速度在

回落的同時，正在向正常軌道前進。進一步區分產業觀察，第一產業（農業，包

括種植業、林業、牧業及漁業）增加值為 40,497 億元人民幣，成長 4.3%；第二

產業（工業及建築業）增加值為 186,481 億元人民幣，成長 12.2%；第三產業（第

一、第二產業以外之其他各業）增加值為 171,005 億元人民幣，成長 9.5%。 

 

 

 

 

 

 

在農業方面，全年糧食總產量為 54,641 萬噸，比上年成長 2.9%，農業生產

繼續穩定發展，糧食實現連續七年增產。其中，夏糧產量 12,310 萬噸，下降 0.3%；

秋糧 39,199 萬噸，增加 4.8%。在工業方面，工業生產平穩增長，全年規模以上

工業增加值比上年成長 15.7%。分登記註冊類型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成長

13.7%，集體企業成長 9.4%，股份制企業成長 16.8%，外商及港澳台投資企業成

長 14.5%，較去年增加的百分比最大。分輕重工業看，重工業成長 16.5%，輕工

業成長 13.6%。分行業看，在 39 個大類行業中，38 個行業較上年全部實現成長。

分地區看，東、中、西部地區分別成長 14.9%、18.4%和 15.5%。 

2010 全年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 21,033 人民幣。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9,109 人民幣，比上年成長 11.3%，扣除價格因素，實際成長 7.8%。

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 5,919 人民幣，比上年成長 14.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成

                                                 
1 2010 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大陸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 

大陸近兩年生產總值(GDP)成長率 



                                                       2010 年中國大陸保險市場概況 

 3

長 10.9%。城鎮與農村之收入差距為 3.2 倍，與去年大致相同。但 2010 年農村居

民人均純收入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第一次增長速度超過了城市。 

在物價水準部分，2010 年全年居民消費價格總水準（消費者物價指數，CPI）

累計較去年上漲 3.3%。其中，城市上升 3.2%，農村上升 3.6%。全年工業品出

廠價格（相當生產者物價指數，PPI）上漲 5.5%，全年原材料、燃料、動力購進

價格上漲 9.6%。 

2010 年投資保持較快成長，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 27 8,140 億元人民幣，比

上年成長 23.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 19.5%。其中，城鎮投資 241,415 億

元，增長 24.5%；農村投資 36,725 億元，增長 19.7%。東部地區投資 115,970 億

元，比上年增長 21.4%；中部地區投資 62,894 億元，增長 26.2%；西部地區投

資 61,875 億元，增長 24.5%；東北地區投資 30,726 億元，增長 29.5%。全年房

地產開發投資 48,267 億元，比上年增長 33.2%。其中，商品住宅投資 34,038 億

元，增長 32.9%；辦公樓投資 1,807 億元，增長 31.2%；商業營業用房投資 5,599

億元，增長 33.9%，成長表現均較去年為佳。 

在對外貿易部分，進出口總額增長較快，貿易順差有所減少。2010 年進出

口總額 29,728 億美元，比上年增長 34.7%。其中，出口 15,779 億美元，增長 31.3%;

進口 13,948 億美元，增長 38.7%。進出口相抵，順差 1,831 億美元，比上年減少

126 億美元，下降 6.4%。分國別觀察，大陸與前三大貿易夥伴歐盟、美國及日本

的貿易總額分別為 4,979 億美元、3,853 億美元及 2,978 億美元，較上年分別增加

36.7%、29.2%與 30.2%。至於兩岸雙邊的貿易總額則為 1,454 億美元，其中，大

陸對台灣之出口與進口總額分別為 297 億美元及 1,157 億美元，換言之，台灣對

大陸之貿易順差為 860 美元，較去年增加 208 億美元，仍是大陸第七大貿易夥伴。 

在股價走勢部分，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2之資料，2010 年 12 月底，

上海與深圳證券綜合指數分別收在 2,808.08 點與 1,290.87 點，與 2009 年底的收

盤指數 3,277.14 點及 1,201.34 點相較，分別減少了 14%與成長 7%。2010 年股票

市場成交金額總計為 54.5 萬億元人民幣，每日平均成交量則為 2,254.6 億元人民

幣，分別較上年成長 1.9%與 2.6%。 

在外匯存底部分，根據大陸央行中國人民銀行3的統計，截至 2010 年底，大

陸外匯存底為 28,473 億美元，比上年末增加 4,481 億美元，成長 18.7%。年底人

                                                 
2 中國證券監督管理委員會：http://www.csrc.gov.cn/。 
3 中國人民銀行：http://www.pb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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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幣匯率為 1 美元兌 6.6227 人民幣，比上年底升值 3.0%。 

全年財政收入 83,080 億元人民幣，比上年增加 14,562 億元，增長 21.3%增

幅幾乎是上年兩倍。其中稅收收入 73,202 億元人民幣，增加 13,680 億元人民幣，

增長 23.0%。  

貳、中國大陸保險市場整體情勢 

一、公司家數 

（一）保險業 

在保險業部分，根據中國大陸保險監督管理委員會4（以下簡稱保監會）之

統計資料顯示，2010 年共有財產險公司 53 家(中資 34 家、外資 19 家)、人身險

公司 61 家(中資 33 家、外資 28 家)、再保險公司 9 家(中資 3 家、外資 6 家)，以

及保險資產管理公司 10 家(皆為中資)。另外，2010 年以來，保監會批准了安邦

人壽，泰山產險、眾誠汽車保險、錦泰產險、利安人壽、信利保險公司(XL Insurance 

（China）Company Limited)、華匯人壽，以及台灣富邦產險等 8 家公司的設立。

並同意生命人壽保險公司和深圳市國利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共同發起籌建生命資

產管理有限責任公司。 

表 1  2010 年保險機構數量統計 

 產險公司 壽險公司 再保公司 總計 

中資 34 34 3 71 

外資 19 27 6 52 

合計 53 61 9 123 

 

（二）保險仲介機構 

截至 2010 年底止，大陸保險專業仲介機構共有 2,550 家，較 2009 年底減少

20 家。其中，保險代理公司 1,853 家（占 72.67%），較 2009 年減少了 50 家，

保險經紀公司 392 家（占 15.37%），保險公估公司 305 家（占 11.96%），分別

較 2009 年增加 14 家及 16 家。保險專業仲介機構註冊資本總計達到 90.8 億元人

民幣，較上年成長 24.33％；總資產達到 135.91 億元人民幣，較上年成長 26.77%。

保險兼業代理機構 189,877 家，較 2009 年的 148,971 家，增加了 40,906 家。有

                                                 
4 中國保險監督管理委員會：http://www.cir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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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兼業類型及家數如表 1 所示，其中銀行、郵政與車商之通路均有增加趨勢，尤

其是郵政通路的成長率最高， 

表 2  大陸保險兼業代理機構類型及家數 

類  型  數量(家)  占率 

銀  行  113,632 59.85% 
郵  政  24,845 13.08% 
車  商  23,859 12.57% 
航  空  2,171 1.14% 
鐵  路  435 0.23% 
其  他  24,935 13.13% 
合  計  189,877 100.00% 

二、資產規模 

至 2010 年底，大陸保險公司總資產已達 5 兆 481 億元人民幣，較 2009 年同

期的 4 兆 634 億元人民幣，增加了 9,847 億元人民幣，成長 24.2%，為近五年來

資產增加最多的一年。有 7 家保險公司資產超過千億元、2 家超過五千億元、1

家超過兆元。 

三、保費收入 

2010 年，大陸保險業的總保費收入為 1 兆 4,528 億元人民幣，較 2009 年成

長 30.4%，高於 2009 年的成長速度 13.8%，同時也超過近 5 年平均 24.2%的成長

率(如圖 1 所示)。 

 

 

 

 

 

 

 

其中，財產險之保費收入為 3,895.6 億元人民幣，較去年成長 35.5%。人身

險之保費收入 1 兆 632.3 億元人民幣，為首次突破 1 兆人民幣，較 2009 年成長

圖一  2000~2010年總保費收入(單位：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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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其中壽險保費收入 9,679.5 億元人民幣，較上年成長 29.8%；健康險保費

收入 677.5 億元人民幣，較上年成長了 18%。意外險保費收入 275.4 億元人民幣，

成長 19.7%。 

      表 3  2010 年大陸保費收入情況           單位:億元人民幣 

 2010 年 2009 年 成長率 

原保險保費收入 14,528.0 11,137.3 30.4% 

1. 財產險 3,895.6 2,875.8 35.5% 

2. 人身險 10,632.3 8,261.5 28.7% 

（1）壽險 9,679.5 7,457.4 29.8% 

（2）健康險 677.5 574.0 18.0% 

（3）人身意外傷害險 275.4 230.0 19.7% 

就中外資的保費收入及市占率來看，中資保險公司總保費收入為 1 兆 3,893

億元人民幣（包括中資壽險公司的 9,909 億元人民幣、中資產險公司的 3,984 億

元人民幣），約占整體保費收入的 95.6%，外資保險公司總保費收入為 634.3 億元

人民幣（包括外資壽險公司的 591.4 億元人民幣、外資產險公司的 42.8 億元人民

幣），約占整體保費收入的 4.4%(如表 4 所示)。 

表 4  2010 年大陸中外資保險公司之保費收入及市場占率 

外資保險公司的市場占有率受限於分支機構數量較少與設立時間較短等因

素，仍遠低於中資業者，但與 2009 年的 458 億元人民幣相較（外資壽險公司 426.3

億元人民幣、外資產險公司 31.7 億元人民幣，總計占整體保費收入的 4.1%），成

長了 38.5%。 

從大環境看，近幾年外資保險公司不論是在產險或壽險經營的市占率方面均

不樂觀。外資產險公司自 2005 年之後，市占率即逐年下滑，但 2010 年則維持在

1.1%的占率。外資壽險公司的市占率也變動甚大，自 2006 年底大陸保險市場全

面開放之後，2007 年外資壽險占總壽險市場的 8%，2008 年，因金融危機和 A

股的巨跌，市占率一度下滑至 4.9%，2009 年外資壽險市占率縮水至 5.2%，但

2010 年，外資壽險公司市占率略微上升至 5.6%。有關近年來中資與外資產壽險

公司市占率比較如表 5 所示。 

中資公司 外資公司 合計(單位：億元人民幣)

財產 人身 合計 占率 財產 人身 合計 占率 財產 人身 合計 

3,984 9,909 13,893 95.71% 42.8 591.4 634.3 4.37% 4,015.8 10,500.8 14,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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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近年來中資與外資產壽險公司市占率比較 

年度 中資產險 外資產險 中資壽險 外資壽險 

2004 98.79% 1.21% 97.36% 2.64% 

2005 98.69% 1.31% 91.10% 8.90% 

2006 98.79% 1.21% 94.09% 5.91% 

2007 98.84% 1.16% 92.00% 8.00% 

2008 98.82% 1.18% 95.08% 4.92% 

2009 98.94% 1.06% 94.77% 5.23% 

2010 98.94% 1.06% 94.37% 5.63% 

此外，根據普華永道公司在年底所發表的「外資保險公司在中國」調查報告

指出，2010年外資保險公司面臨了五大困境，包括市場份額停滯不前、本土強勢

保險公司威脅、銀行保險業發展成趨勢、深入發展存在困境、人才難求等。當初

很多外資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市場，都希望得到高品質化的認同，但是保險產品無

形、無直接感受，很難博得消費者對其他進口商品一樣的青睞，走中資的人海戰

術又行不通，面臨中資的強勢，與其兩敗俱傷，不如退一步找到新的贏利點，這

也是進入中國市場十幾年來，外資保險面臨的一次理念調整。這份調查顯示未來

至少有兩家希望通過股權變動來改變目前的狀態，而眾多金融平臺希望增加保險

牌照的夢想也一直在前行，想必未來幾年合資保險的變局會繼續。  

從公司別來看，2010 年產、壽險公司的總保費收入分別為 3,895.6 億元人民

幣5及 10,632.3 億元人民幣，與 2009 年相較，分別成長了 35.5%及 28.7%（參見

圖二及圖三）。  

 

 

 

 

 

 

 

                                                 
5 包括產險公司經營之健康險及傷害險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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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觀察個別公司保費收入情況，在產險公司部分，中國人民財產保險公

司（人保產險）2010 年保費收入為 1,539.3 億元人民幣，占 38.2%，市占率略微

降低了 1.7%；中國平安財產保險公司（平安產險）的 621.2 億元人民幣次之，業

績較前一年大幅成長 61.4%，市占率從 12.9%上升至 15.4%；市占率第三者為中

國太平洋財產保險公司（太保產險）的 515.3 億元人民幣，占 12.8%；前三大產

險公司的市場占率合計達 66.5%。 

外資產險公司以 42.8 億元人民幣占 1.06%，保費收入前三名的公司依次為：

屬美國國際集團之美國美亞保險公司（10.2 億元人民幣）、日本東京海上保險公

司（4.1 億元人民幣）及日本三井住友保險公司（4.05 億元人民幣）。不論是大陸

或外資產險公司之排名皆與去年相同。 

另外，來自台灣的國泰財產保險公司保費收入約為 6,968 萬人民幣，大幅成

長 203.3%，市場占率為 0.02%，在 19 家外資公司中排名第十四，富邦財產保險

則於 2010 年成立，係 ECFA 通過後首家於大陸核准設立之本國公司，保費收入

約 125 萬元人民幣。有關 2010 年大陸產險公司之市場份額分佈，請參見圖四。 

 

 

 

 

 

 

 

在壽險公司部分，中國人壽仍以 3,330.4 億元人民幣穩居龍頭，占壽險公司

總保費收入的 36.23%，年增率為 12.9%，由前一年度的衰退 0.2%轉為正成長，

市占率 31.7%，較前一年度減少 4.5%。第二名為中國平安人壽保險公司的 1,590.6

億元人民幣，市占率 15.1%，也較前一年度下降 1.1%；第三名為新華人壽保險，

保費收入 936.4 億元人民幣，年增率大幅上升至 40.2%，市占率為 8.9%，排名由

前一年度的第五上升至第三；去年排名第三的中國太平洋人壽保險公司則以

919.9 的億元人民幣，市占率 8.8%，退居第四。第五名為泰康人壽保險，保費收

2010年財產保險公司市場份額圖

其他中資財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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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財險, 138.2 ,

3.43%中華聯合, 193.4 ,

4.80%

外資財險公司,

42.8 , 1.06%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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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為 867.6，市占率為 8.3%，前五大壽險公司的市占率將近 73%，其他 28 家中

資公司合計占 21.6%。 

整體而言，中資公司在人壽保險市場仍擁有絕對優勢。外資壽險公司總保費

收入合計為 591.5 億元人民幣，較 2009 年成長了 38.8%，市占率 5.63%，較去年

增加了 0.4%。保費收入前三名的公司依次為：美國友邦人壽保險公司（84.7 億

元人民幣）、屬義大利忠利保險（Generali）的中意人壽保險公司（61.5 億元人民

幣）及華泰人壽保險公司（60.6 億元人民幣）。有關 2010 年大陸壽險公司之市場

份額分佈，請參閱圖五。 

 

 

 

 

 

 

目前台灣已有 3 家壽險公司以合資方式進入大陸市場開業，分別為國泰人

壽、君龍人壽及新光海航人壽，其中國泰人壽保險公司，自 2005 年進入大陸市

場開業後，保費收入從 2006 年的 3.29 億元人民幣增至 2010 年的 6.2 億元人民幣，

在 28 家外資公司中排名由第 18 名降至 19 名。君龍人壽的保費收入為 1.4 億元

人民幣，於 2009 年 3 月開業的新光海航人壽保費收入為 1.2 億元人民幣。 

對於大多數保險公司來說，2010年是“豐收”的一年。產險和壽險的保費增

速均超過30%，為近年來同期增速較高的一年。然而，過快的保費增長背後，資

本壓力逐漸顯現。2010年有46家保險公司增資331.7億元，8家保險公司發行次級

債225.5億元，發行規模遠高於往年，償付能力未達標準的保險公司7家，比上年

初減少1家，其中5家為產險公司。  

從地域來看，廣東省保費收入為 1,231.76 億元人民幣，居大陸各省、直轄市

與自治區的第一位。第二名則為江蘇省的 1,162.67 億元人民幣。三至十名分別為

北京（966.46 億元人民幣）、上海（883.86 億元人民幣）、山東（876.22 人民幣）、

河南（793.28 億元人民幣）、四川（765.772 億元人民幣）河北（746.40 億元人民

幣）、浙江（690.34 億元人民幣）、及湖北（500.33 億元人民幣）。名列前十大的

2010年人壽保險公司市場份額圖

中國太平洋人壽,

920.0 , 8.76%中國平安人壽,

1,590.6 , 15.15%

新華, 936.4 ,

8.92%

泰康, 867.6 ,

8.26%

外資公司, 591.5 ,

5.63%
其他中資公司,

2,264.3 , 21.56%

中國人壽, 3,330.4

, 31.72%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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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市與去年相同，只是排名略有變動，市場占率合計為 59.3%，其中廣東籍江蘇

兩地的總保費收入均超過了 1000 億元人民幣，保費收入超過 500 億元人民幣的

有 10 個地區，較 2009 年增加 1 個。 

 

 

 

 

 

 
 
 

進一步依險種觀察各地方保費收入的情形，廣東省及江蘇省的財產險、壽險

及意外險保費收入分居第一、二名，健康險保費收入的第一、二名則分別為北京

及廣東，也與去年大致相同。另外大陸 36 個省市自治區的保費收入，與 2009 年

相較，均有 20%以上的成長率，其中成長率超過 40%的地區包括了河南(40.3%)、

天津(41.5%)、海南(45%)及青海(41.1%)等地、表現相當突出(如表 6 所示)。 

 
表 6  2010 年大陸各省市各險總保費收入及占率 

單位：億元人民幣 

地區 總保費收入 成長率 占率 財產保險 占率 壽險 占率 意外險 占率 健康險 占率

  廣東 1,231.76 28.4% 8.5% 309.06 7.93% 840.15 8.7% 24.08 8.74% 58.48 8.6%

  江蘇 1,162.67 28.1% 8.0% 311.91 8.01% 780.41 8.1% 25.96 9.43% 44.39 6.6%

  北京 966.46 38.5% 6.7% 212.30 5.45% 676.49 7.0% 13.70 4.97% 63.97 9.4%

  上海 883.86 32.9% 6.1% 189.22 4.86% 630.61 6.5% 14.98 5.44% 49.04 7.2%

  山東 876.22 31.8% 6.0% 241.57 6.20% 569.50 5.9% 18.55 6.74% 46.59 6.9%

  河南 793.28 40.3% 5.5% 134.72 3.46% 618.34 6.4% 9.19 3.34% 31.03 4.6%

  四川 765.77 32.3% 5.3% 191.56 4.92% 522.64 5.4% 17.28 6.28% 34.29 5.1%

  河北 746.40 24.2% 5.1% 192.91 4.95% 513.59 5.3% 10.38 3.77% 29.52 4.4%

  浙江 690.34 28.3% 4.8% 259.47 6.66% 386.58 4.0% 17.29 6.28% 27.00 4.0%

  湖北 500.33 34.3% 3.4% 98.21 2.52% 372.26 3.8% 8.93 3.24% 20.93 3.1%

  遼寧 453.81 31.4% 3.1% 118.58 3.04% 306.04 3.2% 6.18 2.24% 23.02 3.4%

  湖南 438.53 25.9% 3.0% 100.70 2.58% 305.70 3.2% 9.83 3.57% 22.31 3.3%

圖六  大陸各省市保費收入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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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總保費收入 成長率 占率 財產保險 占率 壽險 占率 意外險 占率 健康險 占率

  安徽 438.25 22.7% 3.0% 119.62 3.07% 295.51 3.1% 5.74 2.09% 17.37 2.6%

  山西 365.30 26.3% 2.5% 92.94 2.39% 253.59 2.6% 4.93 1.79% 13.83 2.0%

  深圳 361.49 33.1% 2.5% 120.57 3.09% 216.55 2.2% 7.93 2.88% 16.45 2.4%

  福建 346.07 27.1% 2.4% 99.89 2.56% 217.89 2.3% 7.79 2.83% 20.49 3.0%

  黑龍江 343.22 23.3% 2.4% 71.86 1.84% 254.49 2.6% 4.93 1.79% 11.95 1.8%

  陝西 333.81 28.6% 2.3% 85.42 2.19% 228.65 2.4% 6.10 2.21% 13.64 2.0%

  重慶 321.08 31.2% 2.2% 65.96 1.69% 235.77 2.4% 7.72 2.80% 11.63 1.7%

  江西 253.26 35.3% 1.7% 69.24 1.78% 169.21 1.7% 4.41 1.60% 10.40 1.5%

  吉林 239.25 29.4% 1.6% 60.89 1.56% 165.93 1.7% 2.85 1.03% 9.59 1.4%

  雲南 235.68 30.9% 1.6% 94.22 2.42% 117.41 1.2% 8.10 2.94% 15.95 2.4%

  內蒙古 215.54 25.8% 1.5% 96.27 2.47% 106.59 1.1% 4.50 1.63% 8.18 1.2%

  天津 214.01 41.5% 1.5% 65.13 1.67% 133.91 1.4% 3.38 1.23% 11.59 1.7%

  廣西 190.94 28.5% 1.3% 65.76 1.69% 110.08 1.1% 5.96 2.17% 9.13 1.3%

  新疆 190.92 21.8% 1.3% 63.00 1.62% 108.60 1.1% 4.93 1.79% 14.39 2.1%

  青島 153.85 33.4% 1.1% 49.55 1.27% 92.85 1.0% 2.28 0.83% 9.18 1.4%

  大連 151.05 29.8% 1.0% 43.56 1.12% 97.40 1.0% 2.62 0.95% 7.46 1.1%

  甘肅 146.34 27.9% 1.0% 38.82 1.00% 98.98 1.0% 2.66 0.96% 5.88 0.9%

  寧波 144.06 34.1% 1.0% 66.20 1.70% 70.99 0.7% 3.05 1.11% 3.82 0.6%

  貴州 122.63 28.8% 0.8% 46.92 1.20% 67.70 0.7% 3.72 1.35% 4.29 0.6%

  廈門 77.55 32.8% 0.5% 28.20 0.72% 43.74 0.5% 1.59 0.58% 4.02 0.6%

  寧夏 52.75 34.3% 0.4% 17.50 0.45% 29.46 0.3% 1.42 0.52% 4.36 0.6%

  海南 47.95 45.0% 0.3% 17.85 0.46% 27.25 0.3% 1.09 0.40% 1.76 0.3%

  青海 25.70 41.1% 0.2% 10.38 0.27% 13.42 0.1% 0.74 0.27% 1.15 0.2%

  西藏 5.06 26.0% 0.0% 4.11 0.11% 0.43 0.0% 0.31 0.11% 0.21 0.0%

全國合計 14,527.97 30.4% 100.0% 3,895.64 100.00% 9,679.51 100.0% 275.35 100.00% 677.47 100.0%

 

四、保險行銷通路 

根據大陸保監會報告指出，2010 年來大陸保險公司通過保險仲介管道實現

保費收入 10991.14 億元，較去年增長 19.98%，占全國總保費收入的 75.80%。 

2010 年來自保險代理公司和保險經紀公司的實現保費收入為 844.64 億元人

民幣，較上年增加 47.27%，占總保費收入 5.82%，比上年同期上升 0.07 個百分

點。保險代理公司實現代理保費收入 481.68 億元，比上年同期增長 46.50%；占

全國總保費收入的 3.32%。從業務結構來看，保險代理公司實現財產險保費收入

342.80 億元，人身險保費收入 138.88 億元，分別占全部代理保費收入的 71.20%

和 28.80%。保險經紀公司實現保費收入 313.07 億元，比上年同期增長 2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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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國總保費收入的 2.13%，比上年同期降低 0.7 個百分點。其中，實現財產險

保費收入 261.58 億元，占全部經紀保費收入的 86.20%，占同期全國財產險保費

收入的 6.71%；實現人身險保費收入 43.02 億元，占全部經紀保費收入的 11.50%，

占全國人身險保費收入的 0.41%。 

保險兼業代理機構的實現保費收入 5,464.42 億元人民幣，較上年成長

22.5%，占總保費收入的 37.68%，比上年同期下降 2.37 個百分點，但保險兼業

代理機構仍然是保險仲介的絕對主力。 

表 7 截至 2010 年底大陸保險兼業代理機構業務情況 

類型 保費收入（億元） 占比（％） 

銀行 3503.79 64.12 

郵政 895.99 16.40 

鐵路 3.07 0.06 

航空 7.18 0.13 

車商 424.82 7.77 

其他 629.57 11.52 

合計 5464.42 100.00% 

截至 2010 年底，大陸共有保險業務員(行銷員)3,297,786 人，較上年增加約

39.2 萬人。其中，壽險業務員 2,879,040 人，增加 30.2 萬人，產險業務員 418,746

人，增加 8.9 萬人。而 2010 年透過保險業務員管道共實現保費收入 4,682.08 億

元人民幣，較上年成長 13.45%，占總保費收入的 32.29%，較上年同期下降了 4.77

個百分點。其中，實現人身險保費收入 3,587.52 億元，實現財產險保費收入

1,094.56 億元，分別占同期全國人身險保費和財產險保費收入的 33.84%和

28.10%。 

五、賠款支出與結構分析 

在賠款支出部分，2010 年全年總計為 3,200.4 億元人民幣，較 2009 年增加

25 億元人民幣，上升了 2.4%。區分險種觀察，財產險賠款支出 1,756 億元人民

幣，較上年增加 11.4%。人身險賠款支出為 1,444.4 億元人民幣，較上年減少 6.8%，

其中壽險賠款支出 1,109 億元人民幣，減少了 12.6%、健康險賠款支出 264 億元

人民幣、增加了 21.7%，意外險賠款支出 71.4 億元人民幣，增加了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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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8  大陸保險賠款支出情形           單位：億元人民幣 

項目 2010 2009 成長率 

原保險賠付支出 3,200.4 3,125.5 2.4% 
   1、財產險 1,756.0 1,575.8 11.4% 
   2、人身險 1,444.4 1,549.7 -6.8% 
    （1）壽險 1,109.0 1,268.7 -12.6% 
    （2）健康險 264.0 217.0 21.7% 
    （3）人身意外傷害險 71.4 63.9 11.7% 

六、資金運用 

2010 年股市下跌讓保險公司的投資收益率再現滑鐵盧。截至 2010 年底，大

陸保險公司資金運用餘額為 4.6 萬億元人民幣，較上年同期的 3.7 萬億元人民幣

成長 24.3%。其中銀行存款 1 兆 3909 億元人民幣，較 2009 年成長 32.2%，值得

注意的是，銀行存款出現了更為明顯的增長，究其原因，近一段時期以來資本市

場持續低迷，使得保險資金採用了謹慎投資的操作思路，銀行存款額因而創出近

期新高。保險資金投資額為 3 兆 2100 億元人民幣，比 2009 年增長 19.5%。在股

指下滑、銀行信貸稍顯緊張的 2010 年，各大保險公司都紛紛降低股票和基金市

場的投資金額，增加債券、協定存款、固定收益類的投資。 

過去一年中國人壽、中國平安和中國太保的投資收益率分別為 5.11%、4.9%

和 5.3%，與 2009 年的 5.78%、6.3%和 6.4%相比，三者均出現明顯下滑。總投資

收益分別達到 682.8 億元、209.02 億元和 292.72 億元。 

七、保險密度及保險深度 

    本文根據大陸官方的統計公報估算，2010 年大陸保險密度（每人平均保費

支出）約為人民幣 1,083 元，保險深度（保險滲透度，保費收入對 GDP 之比率）

為 3.65%，均較 2009 年增加。有關大陸近年保險深度及保險密度之概況，參見

圖七及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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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重要保險政策及法令 

2010 年大陸保險監管工作的主要方向已由市場建設轉向市場監管，人身險

方面以整治銷售誤導和規範銀保業務為重點，建構全方位的風險控管體系。因此

發布了「關於加強銀行代理壽險業務結構調整促進銀行代理壽險業務健康發展的

通知」、「人身保險業務基本服務規定」、「關於改革完善保險行銷員管理體制的意

見」、「關於進一步加強商業銀行代理保險業務合規銷售與風險管理的通知」、「關

於進一步規範人身保險電話行銷和電話約訪行為的通知」及「人身保險公司全面

風險管理實施指引」等相關法令。 

財產險方面則以保費收入、賠案賠款、經營成本費用及準備金計提等四方面

資料是否真實作為監管重點，發布之重要法令包括「財產保險公司保險條款和保

險費率管理辦法」及「關於進一步加強財產保險公司電話行銷專用產品管理的通

知」等 

另外，在保險資金運用方面也有相當大的政策改革，2010 年大陸保監會相繼

發佈「保險資金運用管理暫行辦法」、「關於調整保險資金投資政策有關問題的通

知」、「保險資金投資不動產暫行辦法」及「保險資金投資股權暫行辦法」等，保

險資金運用管道基本上已全面開放，保險資金可涉足存款、債券、基金、股票、

基建、無擔保債券、不動產、非上市股權等諸多領域，保險資金運用的空間大為

拓展。 

而為了加強保險公司之公司治理、提高法人機構和管理人員的責任意識，做

好內控及風險管理工作，發布的相關法令如保險公司償付能力報告編報相關規

則、「保險機構案件責任追究指導意見」、「保險公司董事及高級管理人員審計管

理辦法」、「企業內部控制配套指引」、及「保險公司內部控制基本準則」等。 

2010 年陸續修訂發布的多項保險行政法規及規範性文件，本文將依類別舉

其要者略述規範內容如下： 

(註：圖 7 及圖 8 之 2009 年數據為本中心自行估算結果)   2001～2010年保險深度(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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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財產保險類 

（一）公佈修訂「財產保險公司保險條款和保險費率管理辦法」 

    為明確規範保險產品條款費率監管遵循與償付能力監管、公司治理結構監管

及市場行為監管協調配合原則，大陸保監會修訂了「財產保險公司保險條款和保

險費率管理辦法」，並自 2010 年 4 月 1 日起施行，主要從以下三方面進行修訂：

(1)是完善保險條款和保險費率審批備案制度，對審批範圍、備案程式、報送資

料等進行了修改。(2)是加強對法律責任人和精算責任人管理，提高法律責任人

任職條件，要求其屬於公司正式員工，且在公司內擔任部門負責人及以上職務，

並應當具備連續 3 年以上國內保險或者法律從業經驗。(3)是根據新「保險法」

的規定，強化監督管理，並對違反規定的行為制定了相應的行政處罰。 

（二）公佈施行「關於進一步加強財產保險公司電話行銷專用產品管理的通知」 

 為解決民眾反映電話行銷的擾民問題，保監會於 11 月發布通知，要求各財

產保險公司在經營電銷業務時，應加強內部控制、提升服務水準，並就電銷專用

號碼管理、專用職場管理、行銷人員素質管理、客戶資訊管理、保單配送管理、

售後服務管理、客戶投訴管理、廣告宣傳管理等提出了詳細明確的規定。按照該

通知規定，產險公司進行電話銷售，要建立電話遮罩制度。對於客戶明確表示不

投保或拒絕繼續接聽電話的，電銷人員應及時結束通話，並使用技術手段對有關

電話號碼進行遮罩。保險公司一年內不得對相同客戶再次呼出。同時，保險公司

應依法合規獲取客戶資料，在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個人資

訊，保險公司要嚴守客戶資訊保密制度，不得洩露、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 

（三）公佈修訂「再保險業務管理規定」 

隨著保險市場環境的變化，大陸保監會於 6 月 30 日發布了新的「再保險業

務管理規定」，從 7 月 1 日起施行。主要修訂了以下內容：（一）是根據新「保

險法」，刪除了優先國內分保要約、法定再保險的規定，新增了危險單位劃分、

巨災再保險和審慎選擇再保險接受人的規定。（二）是對同一筆壽險業務再保險

分出和分入的準備金評估方面提出了新的要求。（三）是進一步完善相關報告制

度和資訊揭露要求，增加了對直接保險公司本年度合約再保險安排有關資訊的報

告內容、保險公司再保險資訊定期報告制度等規定。（四）是重新設定了法律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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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佈施行「旅行社責任保險管理辦法」，2010 年 11 月 8 日大陸保監會通

過並自 2011 年 2 月 1 日起施行。 

二、 人身保險類 

（一） 公佈施行「關於加強銀行代理壽險業務結構調整促進銀行代理壽險業務健

康發展的通知」 

大陸保監會與銀監會於 1 月 13 日聯合發布「關於加強銀行代理壽險業務結

構調整促進銀行代理壽險業務健康發展的通知」，從加強監管協作、深化銀保合

作出發，以確保銀保業務持續健康發展。 

該通知的主要規範包括：加強對銀行壽險兼業代理資格、銷售人員從業資

格和保險公司經營資格的監管，確保保險公司透過合適的銷售管道將合適的壽險

產品銷售給合適的客戶。商業銀行每個營業網點在代理壽險業務前必須取得「保

險兼業代理業務許可證」，並要獲得法人授權；代理銀行的保險銷售人員必須取

得「保險代理從業人員資格證書」；壽險公司必須在承保前向投保人進行投保提

示，在承保後按規定時限對投保人進行回訪，各代理銀行要積極配合保險公司執

行投保提示、客戶回訪等規定；銀保雙方要對購買投資連結保險產品的客戶進行

風險評估。另外也要求加強對銀保代理合約的監管，保險兼業代理合約原則上要

由保險總公司與銀行總行簽訂；省級分公司與省級分行簽訂保險兼業代理合約

的，必須分別取得保險公司總公司和代理銀行總行的授權，省級以下的保險公

司、銀行分支機構不得簽訂保險兼業代理合約。保險公司與代理銀行之間應建立

申訴及突發事件緊急處理協調機制，以維護客戶合法權益。 

（二）公佈施行「關於進一步加強商業銀行代理保險業務合規銷售與風險管理的

通知」 

該通知係由大陸銀監會於 11 月 1 日發布，主要是在更加明確規範商業銀行

代理保險業務規則的同時，特別強調通過商業銀行網點直接向客戶銷售保險產品

的人員，應當是持有保險代理從業人員資格證書的銀行銷售人員；商業銀行不得

允許保險公司人員派駐銀行網點。並且規定商業銀行每個網點原則上只能與不超

過 3 家保險公司開展合作，銷售合作公司的保險產品。 

（三）公佈施行「人身保險業務基本服務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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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適應近年來大陸人身保險業務的快速發展，解決理賠難、銷售誤導等影響

保險業健康發展的問題，保監會頒布了「人身保險業務基本服務規定」，並於

2010 年 5 月 1 日實施。服務規定全面規範了開展人身保險業務的各個環節，包

括：電話服務、新單受理、客戶回訪、合約保全、理賠服務及投訴處理等。保險

公司、保險代理人及其從業人員均應適用本規定，至於團體人身保險業務則不適

用，因團體人身保險業務係建立在合約雙方充分協商的基礎上，投保人通常具有

較強的締約談判能力，能夠充分保護自身權益。為防範銷售誤導，保護被保險人

利益，該規定從銷售前、銷售過程中和銷售後三個階段進行了規範 

（四）公佈施行「關於進一步規範人身保險電話行銷和電話約訪行為的通知」 

為促進人身保險公司電話行銷業務規範健康發展，切實保護消費者合法權

益，大陸保監會於 2008 年 5 月即公佈了「關於促進壽險公司電話行銷業務規範

發展的通知」。在該制度二年多的貫徹執行過程中，市場出現了一些新情況，對

壽險電話行銷業務健康發展產生負面影響，甚至損害行業形象。因此保監會於

12 月 1 日發布了新通知，加強對保險公司、代理合作機構電話行銷業務和保險

行銷員電話約訪行為的監管。規定了未經許可，任何單位和個人不得變相開展電

話行銷業務；各公司電話行銷專用號碼應在 2011 年 6 月 30 日前實現大陸全國統

一號碼；保險公司、代理合作機構及行銷員應當嚴格遵守個人資訊保密的相關法

規；保險公司應當制定統一規範的電話行銷用語，並向所在地保監局備案。同時

設定了禁止行為。明確禁止保險行銷員個人及其聘用人員隨機撥打電話約訪陌生

客戶，或者假借公司電話行銷中心名義電話約訪客戶。並強化公司管控責任，監

管部門將對發現的違法違規問題做出嚴肅處理。 

（五）公佈施行「人身保險公司全面風險管理實施指引」 

為加強人身保險公司全面風險管理，進一步落實「保險公司風險管理指引（暫

行）」，提升各公司全面風險管理水準，制定了人身保險公司全面風險管理實施

指引。要求各保險公司應高度重視全面風險管理工作，並於 2010 年 11 月 30 日

前將風險管理部門負責人姓名、職務和聯繫方式報送。各公司應最晚在 2013 年

10 月 1 日前設立風險管理委員會，建立風險管理資訊系統，並從 2014 年開始在

提交的年度全面風險管理報告中運用經濟資本方法計量公司所承受的風險。在此

之前，可由審計委員會暫行風險管理委員會的職責。 

（六）公佈施行「關於父母為其未成年子女投保以死亡為給付保險金條件人身保

險有關問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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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保護未成年人合法權益，引導投保人樹立正確的保險理念，大陸保

監會於 11 月 15 日發佈了該通知，將未成年人死亡給付保險金限額統一調整為

10 萬人民幣，並自 2011 年 4 月 1 日起執行。同時，該通知也具體要求保險公司

應進一步完善未成年人人身保險的有關業務流程，加強核保和風險管控。對於投

保人為其未成年子女投保以死亡為給付保險金條件的每一份保險合約，投保人已

交保險費或被保險人死亡時合約的現金價值可以不計算在 10 萬人民幣的限額

中。對於投資連結保險合約、萬能保險合約，投保人已交保險費或被保險人死亡

時合同的帳戶價值可以不計算在 10 萬人民幣的限額中。此外，航空意外死亡保

險金額部分也可以不計算在 10 萬人民幣限額之中。 

三、 資金運用類 

（一）公佈施行「保險資金投資股權暫行辦法」和「保險資金投資不動產暫行辦

法」 

為改善保險資產負債配置，緩解投資壓力，分散投資風險，保障資產安全，

維護投保人切身利益，大陸保監會於 9 月 5 日發布了這兩項通知，允許保險資金

投資未上市企業股權和不動產。該辦法對投資主體、資質條件、投資方式、投資

標的、投資規範、風險控制和監督管理等事項，進行了全面和系統的規定。主要

內容包括（1）明確投資主體。要求保險公司應當在公司治理、內部控制、風險

管理、資產託管、專業團隊、償付能力、財務指標等方面達到監管標準。為防範

交易對手風險，辦法對涉及的投資管理機構和仲介服務機構的資質做了明確規

定。（2）界定投資標的。明確保險資金只能投資處於成長期或成熟期的企業股

權，不能投資創業風險投資基金,不能投資高污染、高耗能等不符合國家政策和

技術含量較低、現金回報較差的企業股權；規定保險資金投資的不動產，應當是

產權合法清晰、管理權屬相對集中、能夠滿足投資回報的不動產，不能投資商業

住宅，不能直接參與房地產開發，不能投資設立房地產企業。（3）規定投資方

式。允許保險公司直接投資企業股權和不動產，但對投資團隊、償付能力、財務

指標、淨資產規模等提出了較高的資質要求。（4）是要求保險機構建立風控機

制，規範操作程式，加強後續管理，持續監控風險，制定應急備案，防範操作風

險和管理風險。 

四、 機構管理類 

（一）公佈施行保險公司償付能力報告編報相關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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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完善清償(償付)能力監管制度，加強財產保險公司的償付能力動態

監管，保監會於 2010 年 1 月 5 日公佈了「保險公司償付能力報告編報規則第 16

號：動態償付能力測試（財產保險公司）」及其實務指南。另為做好償付能力報

告編報規則與企業會計準則的銜接工作，又於 1 月 15 日發布「關於保險業做好<

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 2 號>實施工作的通知」和「保險公司償付能力報告編報規

則——問題解答第 9 號：償付能力報告編報規則與<企業會計準則解釋第 2 號>

的銜接」兩份配套法令。 

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方面：（1）是制定了「重大保險風險測試實施指引」，

對重大保險風險的定義、測試方法、測試標準、控制程式等進行了規定。（2）

是規範了準備金計量的控制程式，強化了公司董事會和管理階層對準備金的計量

方法和計量假設的合規和公允所負的責任。（3）是規定了準備金計量折現率假

設的選取方法和範圍。「問題解答第 9 號」規定償付能力報告中的保險合約負債

繼續適用保監會制定的法定準備金評估標準，實現了監管規定與會計規定的分

離。 

（二）公佈修訂「保險機構案件責任追究指導意見」 

大陸保監會於 2 月 14 日發布「保險機構案件責任追究指導意見」，制定保險

機構案件責任追究制度，以加大對法人機構和各級高管人員的責任追究力度，當

發生規定的問責事項時，不僅追究案發機構業務操作人員和管理人員的責任，還

要追究上級機構的管理責任，同時追究流程制定、稽核審計等相關職位人員未盡

的責任。「保險機構案件責任追究指導意見」和「關於貫徹落實<保險機構案件

責任追究指導意見>的通知」這兩個規範檔與 2009 年印發的「保險司法案件報告

制度」共同形成了案件問責制度體系，這一制度是大陸保監會對監管制度和監管

方式的創新和發展。問責制度是公司內控制度的重要組成部分，藉此將有助於提

高法人機構和管理人員的責任意識，推動公司主動加強內控管理，做好案件風險

防控工作。 

（三）公佈施行「保險集團公司管理辦法（試行）」 

    大陸保監會於 3 月 12 日發布「保險集團公司管理辦法（試行）」，對保險集

團公司的准入條件、公司治理、資本管理、資訊披露以及監督管理做出規定。該

辦法所指的保險集團公司是指經保監會批准設立並依法登記註冊，名稱中具有

「保險集團」或「保險控股」字樣，對保險集團內其他成員公司實施控制、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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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和重大影響的公司。同時，對其他保險類企業具有直接或間接控制權，但名

稱中不帶有「保險集團」或「保險控股」字樣的保險公司，也參照適用。就保險

集團公司的設立條件，具體而言，（1）是持續經營時間不低於 6 年，（2）是最

近 3 年盈利，（3）是淨資產不低於 10 億元人民幣，（4）是總資產不低於 100

億元人民幣，（5）是償付能力符合監管標準，（6）是法人治理結構和內部控制

體系較為完善，（7）是最近 3 年無重大違法違規行為。 

（四）公佈施行「保險公司股權管理辦法」 

為保持保險公司經營穩定，保護投資人和被保險人的合法權益，加強保險公

司股權監管，保監會於 5 月 20 日發布了「保險公司股權管理辦法」，並於 6 月

10 日起實施。調整的主要內容包括：（一）是提高准入門檻，明確股東條件，

加大對主要股東的監管力度；（二）是規範出資和持股行為，強化股東責任；（三）

是規範股權流動，加強監督管理；（四）是完善申報程式，細化申報資料。在具

體條款上，該辦法適度放寬了單一股東持股比例上限的規定，首次就保險市場同

業競爭、保險公司上市融資、股東資訊揭露、委託持股、股權拍賣和質押等問題

做出了規定。 

該辦法將主要股東界定為「持有保險公司股權 15％以上，或者不足 15％但

直接或者間接控制該保險公司的股東」。為加強監督管理，對股權流動做了以下

的規定：（1）是保險公司變更出資或持股 5％以上的股東，應當經保監會批准；

（2）是保險公司變更出資或持股 5％以下的股東，應當報保監會備案，上市保

險公司除外；（3）是通過拍賣、質押等非協定方式轉讓保險公司股權的，應當

符合規定的條件和程式。 

（五）公佈施行「保險公司資訊披露管理辦法」 

為了進一步規範保險公司的資訊揭露行為，保障投保人、被保險人和受益人

的合法權益，促進保險業平穩、健康發展，保監會於 5 月 26 日頒布了「保險公

司資訊披露管理辦法」，並於 6 月 12 日正式實施，保險公司應將其經營狀況的

主要資訊向社會公眾公開。 

該辦法主要規定保險公司應揭露基本資訊、財務會計資訊、風險管理狀況資

訊、保險產品經營資訊、償付能力資訊、重大關聯交易資訊、重大事項資訊等七

項內容，每一項內容皆有具體規定。同時針對不同類型的資訊規定了揭露的方式

和時間：（一）是保險公司基本資訊應當在公司互聯網網站揭露，並在發生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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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 10 個工作日內更新；（二）是年度資訊揭露報告應當在每年 4 月 30 日前

在公司互聯網網站和保監會指定的報紙上發布；（三）是重大事項應當自事項發

生之日起 10 個工作日內發布在公司互聯網網站或者保監會指定的報紙上。但保

險集團公司（經營保險業務的保險集團公司除外）、政策性保險公司以及再保險

公司不適用本辦法。 

（六）公佈施行「保險公司內部控制基本準則」 

保險公司內部控制基本準則是保險業執行《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範》的實施

細則。該準則要求保險公司應建立“由董事會負最終責任、管理層直接領導、內

控職能部門統籌協調、內部審計部門檢查監督、業務單位負首要責任的分工明

確、路線清晰、相互協作、高效執行”的內部控制組織體系。《準則》要求保險

公司制定內部控制評價制度，每年對內部控制體系的健全性、合理性和有效性進

行綜合評估，並編制內部控制評估報告。保監會可以根據監管需要，要求保險公

司在內控評估報告報送前，取得外部審計機構的鑒證結論。 

（七）公佈施行「保險公司董事及高級管理人員審計管理辦法」 

為加強對保險公司董事及高級管理人員的監督管理，促進保險公司建立健全

風險防範機制，規範相關審計工作，保監會於 9 月 2 日制定了該辦法，將於 2011

年 1 月 1 日起施行，審計辦法規定，審計物件包括四個層次，一是保險公司董事

長及其他執行董事。二是管理層成員。三是省級分公司總經理、副總經理和總經

理助理。四是分公司或中心支公司總經理，以及具有與上述人員相同職權的其他

人員。審計辦法規定的保險公司董事及高管人員審計包括任中審計、離任審計和

專項審計三大類。任中審計是針對長期任職的高管人員，離任審計是根據人員變

動情況及時進行，原則上實行先審計後離任，對確有理由不能事先審計的，應當

在離任後 3 個月內完成審計並出具審計報告。對於因公司出現重大違規、財務異

常或舞弊等情形，對可能負有責任的董事及高管人員，可以實施專項審計。 

（八）公佈施行「關於改革完善保險行銷員管理體制的意見」以及「關於貫徹落

實<關於改革完善保險行銷員管理體制的意見>的通知」 

保監會 10 月 13 日前向意見及通知，意味著保險行銷員管理體制改革工作正

式啟動，同時為下一階段改革工作明確了發展方向。《意見》要求各保險公司和

保險仲介機構切實承擔起保險行銷員管理體制改革責任構建一個法律關係清

晰、管理責任明確、權利義務對等、效率與公平兼顧、收入與業績掛鈎，基本保

障健全、合法規範、管道多元、充滿活力的保險銷售新體系，造就一支職業品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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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好、專業素質較高、能夠可持續發展的保險行銷隊伍。《意見》鼓勵保險公司

和保險仲介機構積極探索新的保險行銷模式和行銷管道，逐步實現保險銷售體系

專業化和職業化；鼓勵保險公司投資設立專屬保險代理機構或保險銷售公司，鼓

勵包括外資在內的各類資本投資設立大型保險代理公司和保險銷售公司，通過建

立新型的保險銷售體系來承接現有模式。 

肆、產業動態 

一、 大陸保監會正式批准了國元農業保險公司的增資擴股申請，同意該公司的

註冊資本由 3.05 億元人民幣增加至 8.9 億元人民幣。2008 年 1 月國元農業

保險公司在合肥正式成立，是大陸第四家專業性農業保險公司。增資擴股

後，該公司的註冊資本在全國農業保險公司中位居第一。2009 年，該公司

保費收入 9.22 億元人民幣，在全省 19 家財產保險公司中居第三位，。同時，

該公司還開展了林木、大棚蔬菜、種雞、生猪、茶葉、茭白、桑蠶、天氣

指數保險、「信貸＋保險」等業務。 

二、 2010 年 2 月 25 日，2010 年度旅行社責任保險統保示範專案全國調解處理

中心在北京舉行了掛牌儀式，標誌著旅行社責任保險統保示範項目理賠機

制正式運行。該調解處理中心和與之配套的鑒定委員會負責所有遊客人傷

案件的協調處理，化解遊客與旅行社、旅行社與保險公司之間的保險爭議

和糾紛。解處理中心由旅遊行業專家、醫學專家、法律專家、語言專家和

保險經紀公司共同組成，下設調解部、案件處理部、專家部和資金管理部，

由 50 多名調解處理員為廣大遊客和旅行社提供專業化的保險服務。 

三、 3 月 18 日在北京出爐的「2009 中國網路輿情指數年度報告」指出，中國網

民最關注的 8 大熱點問題依次是：反腐倡廉、房價問題、就業問題、戶籍

制度、養老保險、食品安全、醫療保險和交通安全問題。這份基於國家社

科基金重點子課題「中國網路輿情指數體系」是由中國傳媒大學網路輿情

（口碑）研究所/艾利艾諮詢機構（簡稱 IRI）撰寫的報告。 

四、 大陸保監會和深圳市政府 3 月 28 日在深圳市五洲賓館簽署「中國保險監督

管理委員會、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深圳保險創新發展試驗區建設的合作備

忘錄」。根據合作備忘錄，深圳保險業下一步將在開展商業保險機構投資醫

療機構試點、推動開展個人稅收遞延型養老保險產品試點等六個重點領域

開展改革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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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4 月 6 日，日本三井住友海上火災保險株式會社正式宣佈，將斥資 24 億日

元（約合人民幣 1.75 億元）入股總部設在杭州的信泰人壽，持股比例為 7%，

從而正式進軍中國壽險市場。 

六、 廣州市政府 4 月 7 日發布「關於大力推進廣州保險業綜合改革試驗的意

見」，提出廣州將推動建立延稅型養老保險制度，探索發展住房反向抵押養

老保險的可行性。 

七、 由中國保險行業協會及中國社科院課題組共同組織編寫的《中國健康保險

發展報告》在 4 月 27 日發表指出，2015 年健康保險潛在的市場需求在人民

幣 2,520 億元到 1 兆 360 億元之間，分別是 2009 年健康保險保費收入的 4.4

倍和 18 倍。目前，除了健康險專業公司經營健康險業務外，包括財產險和

壽險公司都涉足其中。而 4 家專業健康險公司占總保費收入的 11.2%。報告

建議保險監管部門，在目前情況下，可以放寬專業健康險公司的經營範圍，

在主業為健康險的前提下，可適當經營其他壽險業務。  

八、 大陸保監會於 5 月 6 日公告批准北京銀行股份有限公司收購北京首都創業

集團有限公司持有的首創安泰人壽保險公司 50%的股權。股權變更完成

後，北京銀行持有首創安泰 50%的股權，荷蘭保險有限公司（ING）持有首

創安泰 50%的股權。5 月 12 日保監會發布公告，批准首創安泰更名為「中

荷人壽保險有限公司」，英文名稱 ING-BOB Life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九、 廈門在 5 月 25 日召開的第四屆保險公司董事會秘書聯席會議上成立保險行

業協會公司治理專業委員會，旨在促進在公司治理方面行業自律和經驗交

流。根據專業委員會的工作規程，該委員會將配合保監會展開保險公司治

理現狀評估，並參與制訂自律性公司治理方面的基本原理和指引。各保險

公司董事會秘書和董事會辦公室負責人自動成為該專業委員會會員，範圍

涵蓋了中資、外資，直保、再保，上市和非上市等各類保險公司。規程規

定，該委員會將於每年 3 月 1 日前提交年度工作報告，並向委員會代表大

會報告。 

十、大陸保監會於 7 月 20 日批准光大永明人壽增資並股權結構變更，光大永明

人壽增資並變更股權結構後，註冊資本達到 30 億元人民幣。其中，中國光

大（集團）總公司持有 50%股份，成為控股股東；加拿大永明人壽保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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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持有 24.99%股份，成為第二大股東；新引進的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和

鞍山鋼鐵集團公司作為戰略投資者，各持有 12.505%股份。該公司從一家外

資企業變身為中資企業，這在全國還是第一例。2010 年，光大永明人壽累

計實現保費收入 51.06 億元，較上年同期增加 36.12 億元，增幅 243%，遠

高於行業平均增速。 

十一、保監會於 8 月 9 日同意太平洋財險在上海試點設立“太平洋財險航運保險

事業營運中心＂，該營運中心將在太平洋財險總公司授權下經營航運保險

業務。並由上海保監局負責監管。這也是大陸險行業內首家航運保險事業

部。 

十二、大陸保監會在 9 月 3 日批准利安人壽籌建利安人壽由江蘇雨潤食品產業集

團、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遠東控股集團、江蘇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

蘇省國際信託、江蘇匯鴻國際集團、南京紫金投資控股、紅豆集團、月星

集團等 9 家公司共同發起籌建。註冊資本為 10 億元，註冊地為江蘇省南京

市。2010 年內獲批的第五家保險公司。1 月，保監會批准安邦財險等發起

設立安邦人壽，該公司於 6 月獲准開業。4 月，泰山財險籌建獲批；7 月，

眾誠車險與錦泰財險先後獲籌。 

十三、大陸保監會在 9 月 25 日同意富邦財產保險有限公司的設立，這也是 EFCA

（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生效後，第一家進入大陸並取得開業許可的台

資保險公司。富邦財產保險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 4 億元人民幣，註冊地在

廈門。臺灣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和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各持

有富邦財產保險有限公司 50%股份。 

十四、中國精算師協會於 9 月 27 日主之辦第十一屆中國精算年會表示，目前通

過中國精算師資格考試已產生 173 位中國精算師，1021 位中國准精算師。

據悉，為使中國精算師資格考試制度與國際接軌，新體系教材的編著工作

將於 2010 年年底完成，新的考試體系將於 2011 年全面實施。截至目前，

中國精算師資格考試陸續在北京、天津、上海、香港等 16 個城市設立了考

試中心,經保監會批准，2011年還將於加拿大滑鐵盧大學設立海外考試中心。 

十五、為貫徹落實「國務院關於支持福建省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若干意

見」，更好地服務海西經濟區建設、廈門特區擴區及建立兩岸區域性金融

服務中心，保監會和廈門市政府於 10 月 9 日，簽署「關於建設廈門保險改

革發展試驗區合作備忘錄」，正式將廈門確定為大陸全國保險改革發展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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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要求廈門保險業大膽改革創新，先行先試，努力把廈門建設成為保險

業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示範區域、全國保險業科學發展的試驗基地、

兩岸保險業服務一體化的重要平臺，不斷提高保險業服務兩岸經貿交流合

作的水準。 

十六、臺灣富邦金控旗下子公司富邦人壽保險公司與南京紫金投資控股有限責任

公司於 10 月 25 日簽訂合資意向書，雙方將籌建合資壽險公司，總部設于

南京。這是 ECFA（海峽兩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生效後，兩岸金融機構首

例簽訂合作意向書的合資壽險公司案，此舉也使得富邦金控的大陸佈局再

邁進一大步。 

十七、10 月 27 日，平安保險集團與深圳市龍崗區政府簽署合作備忘錄，以戰略

投資者身份投資龍崗中醫院，並全權負責醫院的日常經營管理，這是大陸

保險業首次以投資者身份進入公立醫院。2010 年 2 月，國務院發佈《關於

公立醫院改革試點的指導意見》，明確支持鼓勵保險公司探索投資醫療機

構，以促進保險業與醫療服務產業實現優勢互補。此前，平安保險集團已

經通過投資宜康醫療、慈銘體檢等公司，逐漸形成體檢、門診、線上和線

下藥房的醫療產業鏈。如今正式介入公立醫院，則是為這條產業鏈補上重

要一環。根據平安與深圳市龍崗區政府簽署的合作備忘錄，龍崗中醫院將

被建設成集醫療、康復、社區服務等功能為一體的三級甲等綜合性醫院。

股權合作後，平安的健康險客戶將可以獲得專家預約、醫療費用直賠等系

列服務，逐漸形成保險公司、醫療機構、客戶三方良好的信任關係。 

十八、中華社會文化發展基金會國際保險文化公益基金於 11 月 28 日正式宣佈成

立。該基金是中國第一個以研究、保護和傳承國際保險文化遺產為宗旨的

全國性社會公益組織。將把籌建保險文化博物館作為未來基金工作之重，

此舉將開創保險行業的先河，將保險文化作為保險行業企業和相關機構的

展示方向。目前，該基金已經通過與社會各界建立聯繫，為保險文化博物

館建成籌集意向性展品 200 餘件，展品包括清末保單、名人保單、歷史性

行業辦公用品和物件、影像資料等。未來，保險文化博物館可能選址在廣

州、上海或北京。 

十九、台灣中國人壽保險公司於 12 月 28 日宣布與國建設銀行合作參股中國太平

洋人壽，中國人壽將投入資金約新臺幣 17.83 億元，用以取得太平洋安泰人

壽 19.9%股權。建行持有 51%股權，其餘股權則由三家財務性投資機構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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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太平洋安泰人壽註冊資本金為人民幣 8 億元(相當新台幣約 37.6 億)。

中壽將有一席非獨立董事，一席監事及一席獨立董事提名權。本案為海峽

兩岸簽署「兩岸經濟合作架構協（ECFA）」後第 1 宗國內保險業者獲准參

股投資大陸地區保險業之案件。 

二十、2010年，大陸全國27個省份的838個縣（市、區）和4個直轄市的大部分區

縣開展國家新農保試點，制度覆蓋16歲以上農村居民約1.8億人，其中60歲

以上農村老人約3,500萬，總覆蓋面達24％。2010年，大陸全國農業保險保

費收入135.68億元，較2009年同期增長1.89億元。全年農業保險支付賠款

100.69億元，共有約2,100萬戶次的受災農戶得到保險補償。 

伍、結論 

儘管 2010 年，全球經濟逐漸走出金融海嘯陰霾、開始復甦，但仍不時有一

些國家出現債信問題，加上各地天災頻傳，成為世界經濟往上發展的隱憂。2010

年為大陸經濟「十一五」規劃期間劃下完美句點，不但在境內經濟上持續了 2009

年的回升態勢，擁有 10.3%的較快成長速度。同時，也把物價控制在預期的目標

範圍內，有效防止景氣過熱的狀況。市場經濟離不開商業保險，因此在保險業務

經營方面，2010 年的保費收入成長率也衝破了 30%，表現非常亮眼。而在財務

方面，由於下半年的投資環境較上半年有明顯改善，股票市場表現尚可，雖然大

陸央行從去年 10 月開始連續加息，使保險公司的保單成本遇到上升壓力，但同

時，債券到期收益率也大幅提升。所以綜合來看，利差仍處於上升趨勢。截至

2010 年前 11 個月，保險資金收益率仍有 4.42%，算是取得相當不錯的成績。 

2010 年大陸保險市場的發展重點表現在保險資金運用上，由於資產不斷增

長，為提高資產配置效率，增進投資收益率，大陸也進一步放寬了投資管道，除

了原先股債市等領域外，也相繼放開境外投資、基礎設施、股權和不動產投資等。

大陸監理機關雖然認為市場發展是第一要務，但風險防範問題則是第一責任，尤

其是大陸保險業在相關的投資領域缺乏經驗和人才，對涉足這些領域的潛在風險

更是需要高度警惕，因此大陸保監會對於保險投資政策，是既要促進創新，也要

防範創新的風險。另外，為避免金融海嘯所引發之系統性風險再次發生，大陸監

理機關也針對保險集團公司投資管理、子公司管控、風險防火牆建立等關鍵領域

建立相應的制度，逐步形成保險集團公司監管體系。未來保監會將研究保險資產

管理公司的設立標準，推動具備條件的保險公司設立資產管理公司，推動保險資

金運用專業化，培育更多專業合格的機構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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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大陸居民收入的增長、城鎮化的提高和人口邁向老齡化，對養老的需

求將非常旺盛，包括預防性需求、長期看護需求和精細護理需求等，預計養老產

業將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加上允許保險資金投資不動產的政策出爐，投資養老

專案不僅可以獲得長期穩定的租金，而且可以透過提供一系列的管理和增值服務

獲得可觀且穩定的收入，非常符合保險資金運用的特點。此外，未來5年大陸將

推動機關事業單位養老保險制度改革，發展企業年金和職業年金。根據2011年初

滙豐保險的一項最新調查顯示，接近6成的大陸受訪者認為未來退休養老收入的

來源主要依賴政府（47%）和雇主（11%），並有42%和43%的民眾依賴政府和

雇主提供醫療保障。只有不足半數（49%）的受訪者表示自購商業醫療保險計畫，

比較亞州其他地區居民，此比例明顯偏低。因此預估在2011年之後，將有更多的

保險公司在大陸各地布點，大步邁進養老行業。 

近兩年來，大陸保險市場出現集中現象，嚴重擠壓中小型保險公司及外資保

險公司的生存空間。而且明顯出現去外資化的現象，即部分合資公司轉為中資公

司，另外因保險經營需要較長時間才可獲利，部份中資公司的股權也相繼產生變

動，目前還在持續進行中。雖然外資公司市占率不大，但仍有外資公司陸續投入

大陸市場並思索如何開創大陸的藍海市場。 

就兩岸的往來而言，隨著 2010 年 6 月底兩岸完成 ECFA 的簽署並於 9 月 12

日生效後，由於進入大陸市場的「532」門檻放寬為得以集團或策略聯盟方式作

為計算標準，對於台灣保險業來說，即使面臨大陸市場的經營風險與激烈競爭等

挑戰，但仍不啻是個機會，因大陸幅員遼闊，市場仍具開發潛力。因此海峽兩岸

在簽署 ECFA 後，已有富邦人壽與南京紫金投資控股公司簽訂合資意向書，籌建

合資壽險公司；中國人壽則是與中國建設銀行合作參股中國太平洋人壽。目前兩

岸金融機構往來仍持續進行，不論未來兩岸監理機關協商進展如何，台灣保險業

者必須以產業升級及創新商品與服務品質來面對長期競爭，才能通過這種市場開

放的競爭壓力，這也符合自由貿易的精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