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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韩啸】4月 18日，北京大学中
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办的“2014 年第
十一届北大赛瑟（CCISSR）论坛”举行。本届论
坛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战略思考与路径选
择”。会上，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表示，当前
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保险行业
要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进一步推动保险改革，
并力争在重点领域取得一些重要突破，包括建立
市场化的准入和退出机制、深化市场化费率形成
机制以及完善市场化保险资金运用体制。

周延礼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从较
为封闭落后的国家，一跃发展成为经济总量全球
第二、制造业总量和进出口总量全球第一、国际
影响力快速增强的大国。但不可否认，我国积累
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开始显现，比如经济结构不
合理、产能过剩、企业创新不足、实体经济债务率
高企、全社会资本回报率下降等，这些问题正在
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周延礼认为，要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进一步
推动保险改革，增强全局观念和服务意识，不断拓
展保险的功能和作用，在市场化、法治化、国家治理
现代化等方面，充分发挥保险业的“正能量”。

2013 年，我国保险业原保险保费收入达到
1.72万亿元，总资产达 8.29万亿元，保险资金运

用余额7.69万亿元，保险市场已经跃居全球第四
位。但与此同时，我国保险业开始面临“成长的
烦恼”。比如行业增长速度相对趋缓，但是今年
1至 3月是一个爆炸式的甚至井喷式的增长，达
到35%。比如综合竞争力不强、保险服务的广度
和深度还不能有效满足社会需求等。要解决这
些问题，要靠保险自身的改革创新。

一年多以来，保监会在推动保险改革方面取
得了不少突破。比如，在保险资金运用方面，投
资渠道已经基本放开，2013年 2月，债权投资由
备案制转为注册制，当年债权计划规模从 2941
亿元增长到超过 6000多亿元。比如，在产品定
价上，2013 年 8 月，启动普通型人身险费率改
革。“普通型寿险的保费收入高速增长，缓解了保
障型人身险产品多年来停滞不前的困境。这说
明改革创新的威力很大，保险业自身蕴藏的活力
和发展潜力很大。”周延礼说。

周延礼表示，2014年，保监会将深入贯彻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市场化要求，坚持
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力争在以下重点领域取得
新的重要突破。

一是建立市场化的准入退出机制。着眼于
改变以往的保险机构“野蛮生长”“有生无死”的
状况，统筹规划市场准入和市场体系培育。在市

场准入方面，适当限定新设保险公司的业务规
模，支持设立一批专业性的保险公司。推动区
域保险业协调发展，逐步填补有关省市法人机
构的空白。

二是深化市场化的费率形成机制。今年，
保监会将启动分红险、万能险费率形成机制改
革。按照“前端放开定价利率，后端管住准备金
评估利率”的思路，力争在 2014年底实现人身
险费率的全面市场化。在车险费率方面，按照

“先条款后费率、先统一后差异”的原则，计划用
3年左右时间分“三步走”，最终实现保险公司
根据自有数据开发商业车险条款费率。

三是完善市场化的保险资金运用体制。逐
步拓宽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行业范围，完善股
权和不动产投资政策和境外投资政策。在现有
投资渠道上，按照新的大类资产分类，取消一些
不符合市场实际的投资比例限制。探索建立资
管产品集中登记交易系统，增强保险资管产品
的流动性。

周延礼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金融改
革和社会运行形势变化发展很快，保险业的改
革创新不会有片刻停息，要实现保险的服务能
力和水平有质的飞跃，能够成为政府、企业、居
民管理风险的基本手段，能够在我国全面深化

改革中大有作为。
一是参与构筑社会安全网，提高社会对重大

改革措施的承载能力。大力发展商业养老和健康
保险，鼓励保险机构投资养老健康产业，调动国
家、企业、个人等多方面力量，运用好政府和市场
两种机制参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国民幸福
安全指数。

二是丰富社会管理手段，服务和支持社会治
理法治化。大力发展道路交通、安全生产、环境污
染、旅游出行等领域的责任保险。把人与人、人与
企业、人与政府之间的纠纷转化为比较单纯的经济
关系，形成市场化、制度化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三是完善经济补偿机制，服务经济市场化、城
乡一体化和农业现代化。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丰
富农险产品，使农业保险成为现代农业服务体系
的重要支柱，建立全国性、综合性巨灾保险制度，
大幅度提高保险赔付比重。

四是发挥保险资金的特殊优势，服务金融改
革和实体经济的建设。比如，在组织体系上，鼓励
设立不动产、养老等专业资产管理机构，探索保险
机构发起设立私募股权基金；在投资渠道和产品
上，探索直接贷款或投资贷款产品方式，发起资产
证券化产品等，增加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
促进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协调发展。

周延礼在北大赛瑟论坛上表示：

保险业改革创新不会有片刻停息

本报讯【记者 高嵩】近日，上市险企陆
续公布一季度保费收入。从 A 股、H 股上
市的 7 家保险公司总体数据来看，今年一
季度，保险行业回暖态势明显，7 家公司
（中国财险数据归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统
计）总体保费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速超过
30%，实现开门红。

对比今年一季度 4 家集团上市的险企
数据，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保费收入整体增速
最快，其旗下产、寿、健康险业务共实现保费
收入 1232.19亿元，同比增长 56.28%；中国太
平紧随其后，旗下产、寿、养老险业务在今年
一季度共实现保费收入 325.81亿元，同比增
加 43.80%；中国平安产、寿、养老、健康险业
务共实现保费收入 1079.99 亿元，同比增长
27.12%；中国太保今年一季度产、寿险业务
共 实 现 保 费 收 入 618.4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0.56%。

上市公司中，财险业务增速平稳，4 家
上市财产险公司今年一季度总保费收入同
比增长 18.08%。其中人保财险保费收入依
旧在同业中保持领先，一季度共实现保费收
入 634.07 亿元，同比增长 14.68%；平安产险
实 现 保 费 收 入 347.1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7.92%，为 4 家财险公司中保费增速最快。
太平洋产险、太平财险今年一季度分别实现
保费收入 234.93 亿元及 30.91 亿元，同比增
速分别为 13.49%、24.29%。

寿险保费收入增势明显，6 家上市寿险
公司总保费收入同比增速达 35.86%。其中，
中国人寿以一季度 1322亿元的保费收入领
先同业，较去年同期增长 18.14%；平安人寿
次之，一季度共实现保费收入 705.39 亿元，
同比增长 26.64%；人保寿险一季度实现保
费收入 488.36 亿元，同比增长 141.90%，为 6
家公司中保费收入增速最快的公司。新华
保险、太平洋寿险、太平人寿一季度分别实
现 保 费 收 入 483.65 亿 元 、383.54 亿 元 及
281.83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一季度保
费遇冷的新华保险以 52.98%的同比增速成
功逆袭。

除寿险业务外，健康险及养老险业务等
人身险业务也保持了较快增长。今年一季
度，人保健康保费收入实现 109.76 亿元，较
去年同期的 33.64亿元同比增长 226%；平安
健康保费收入破亿元，同比增长 88.5%至
1.26亿元。平安养老实现保费收入 26.16亿
元，同比增长 27.61%。太平养老实现保费收
入 13.07亿元，同比增长 193.74%。

□新华社记者 高少华 叶健

如果把 1994年 4月 20日我国首次开通 64k
专线信道视为中国互联网的起点，那么，中国已
在全新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突飞猛进了 20年。
中国网络经济体量究竟有多大？市场研究机构
认为，已经突破6000亿元。更为重要的是，互联
网思维正在颠覆与创造、裂变与融合中，日益深
重地重塑中国经济格局。

网络经济开启财富大门
20年，中国成为网民规模全球第一的互联

网大国，并呈现出强劲的互联网经济活力。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33次《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
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6.18亿，互联网普及
率为 45.8％。同时，中国网站数量为 320万个，
全国使用互联网办公的企业比例达83.2％。

互联网在国内诞生之初，曾一度背负着“泡
沫”“烧钱”等尴尬名声。在 2000年前后国内第
一轮互联网上市热潮时，“不赚钱”是当时互联
网企业的普遍写照，企业大多缺乏明确的盈利
模式。

然而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市场环
境不断成熟，越来越多互联网企业通过产品、服
务创新，成功打造出各自的盈利之道，也推动网
络经济持续增长。据市场研究机构艾瑞咨询统
计，2013 年中国网络经济整体规模已达到
6004.1亿元，同比增长50.9％。

以电子商务为例，2013年中国电子商务交
易总额达到10万亿元，其中网络零售超过1.8万
亿元，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网络
零售国。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
表示，互联网企业作为新兴经济力量，其发展的
同时也带来技术创新和推广，有利于中国经济
从数量增长转向质的提升。

“中国互联网经济是一种增量经济。”互联
网资深评论人士、原雅虎中国总经理谢文认为，
目前中国互联网企业大多是民营企业，很多还
在海外上市，这些企业在资本运作和机制创新
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它们在增强中国经济
活力、提升创新能力方面具有更大的推动作
用。而且，现在中国互联网产业与世界发展几
乎同步，甚至在格局中占据一定有利位置。

加速传统产业变革与融合
最近几年来，随着互联网在国内的蓬勃发

展，网络经济也开始尝试着向传统领域渗透和延
伸，传统领域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洗礼。

除实体制造业外，金融领域同样正经历着
互联网的大举侵袭和“倒逼”。以余额宝为例，
截至今年一季度，其规模已达 5412.75 亿元，天
弘基金也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而由
于互联网金融的冲击，今年1月银行人民币存款
减少9402亿元。互联网金融给传统金融业带来
巨大震荡。

面对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快速发
展，许多传统企业正在对市场、用户、产品、企业
价值链乃至整个商业生态进行重新审视。“互联
网思维”一时风行，成为各界追捧的商业思维。

“方兴未艾的互联网经济正在冲击、整合乃
至融解传统行业。”谢文认为，互联网不断壮大，
也在模糊很多产业的边界，媒体、游戏、零售等
领域都受到互联网的渗透乃至冲击，有些传统
领域或是被迫或是主动地与互联网融合，这种

融合又创造出更多经济产值。

信息消费须突破三挑战
经历 20年沐风栉雨，中国的互联网经济正

焕发出强盛的生命力。但不容忽视的是，目前
我国互联网经济仍面临诸多挑战，比如产业规
模相对较小、网络基础设施亟待提升、网络安全
屡响警钟等。

据工信部电信研究院调研报告显示，我国
网民数量已居全球第一位，但我国网站数量仅
为全球网站数量的 3.5%；我国互联网流量不足
全球互联网流量的 7%，移动互联网流量仅为全
球移动数据流量的5%。

与此同时，一些地区“宽带不宽”，上网资费
过高、网络基础设施滞后等现象较为突出。

网络安全更是让人“防不胜防”。今年 1月
出现全国大范围DNS故障，众多网站无法正常
打开；日前，互联网基础组件OpenSSL爆出“心
脏出血”漏洞，让许多网民和企业担惊受怕……
有报告显示，2013年我国网民因网络安全造成
的损失，保守估计达1491.5亿元。

互联网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
要领域。国务院印发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
大内需的若干意见》提出，到 2015年，信息消费
规模超过3.2万亿元，年均增长20％以上。要实
现这一目标，需要给互联网产业提供更好的发
展环境和基础条件。

姜奇平认为，为更好地促进中国互联网
产业发展，应将信息基础设施摆到同铁路、
公路、机场建设同样的高度来重视，加大无
线和固定宽带投资，积极推进电信改革，打
破电信垄断，推动电信运营商与互联网企业
的产业合作。

网络经济规模逾6000亿元

互联网思维深度改变中国经济格局

油菜进入成熟期
保险查勘早入手

4 月 18 日，国元保险
安徽黄山中心支公司工
作人员潘志勇（左），在屯
溪区新潭镇竹林村对因
水渠漫水浸泡造成生长
不良的油菜进行查勘备
案。目前安徽的油菜、小
麦即将进入成熟期，国元
保险查勘人员提前摸排，
为即将到来的查勘定损
高峰做准备。

本报记者 刘书勇/摄
影报道

CIN数据

上市险企实现开门红
一季度总体保费同比增速超30%

政府搭台 企业唱戏

上海保险业
构建民生防火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