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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保险业进入中国，中国保险人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保险强国

梦。自从 1805 年第一家外资保险公司广州保险社在中国的设立，中

国便开始了一个现在商业保险的时代。继英国之后，美国、法国、德

国、瑞士、日本等国的保险公司亦相继来华设立保险机构，经营保险

业务，完全垄断了我国保险市场。直到 1865 年 5 月 25 日才成立中国

民族的第一家保险公司上海华上义和公司保险行，打破了外国保险公

司对中国保险市场完全垄断的局面，它标志着我国民族保险业的起步；

而真正有经营记录的则是 1875 年 12 月成立的保险招商局，其后的一

年开设了仁和保险公司，1885 年保险招商局被改组为业务独立的仁

和保险公司与济和保险公司两家保险公司，1887 年则合并为仁济和

保险公司，这是我国当时有经营记录的规模较大的保险公司，承办各

种水险及火灾保险业务。 

  1905年中国的第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设立。

其后，我国民族保险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至 1935 年则增至 48 家保

险公司。在保险业务发展的同时，保险立法也在不断完善，1929 年 2

月 30 日民国政府公布了《保险法》、1935 年公布了《简易人寿保险

法》；1937 年 1 月 11 日民国政府公布了修订后的《保险法》、《保

险业法》、《保险业法施行法》。不过，由于战乱，除《简易人寿保

险法》，其余法规均未实施。1949 年 10 月 1 日前，虽然中国有数百



家保险公司，但其特征是保险市场基本被外国保险公司垄断，未形成

中国自己完整的市场体系和保险监管体系。 

  1949 年 10 月 1 日后，一方面，整顿和改造原有保险市场，当时

登记复业的有 104 家；另一方面，于 1949 年 10 月 20 日成立了中国

人民保险公司，这是共和国成立后设立的第一家全国性国有保险公司，

1958 年年底全国设有保险机构 600 多个，保险对国家的经济建设起

了重大作用。1958 年针对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采用了两种不同的风

险管理方式。 

  对国内业务，随着我国计划经济制度的建立，国有企业由财政统

收统支，盈利上缴财政，亏损由财政补贴，因此，财政承担风险管理

的职能。 

  1958 年 12 月，在武汉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正式做出“立即停办

国内保险业务的决定”；而对涉外业务，考虑到该业务面对的是大量

的市场经济国家，其风险管理的方式仍然主要是商业保险。 

  1979 年，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市场作用的加强，恢复了国内保

险业务；2001 年随着中国的入世，保险业也进一步开放，中国的保费

收入从 1980 年的 4.6 亿元，增加到 2012 的 1.55 万亿元，保险公司

的数量也从 1 家增加到 170 家，保险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保费收

入的国际地位也丛2001年的13位提升到2010年至今维持的第6位，

已成为一个保险大国。 



  保险，这个神奇的风险管理工具、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

分，千百年来为何获得众人青睐？这是因为：从保险的职能来看，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经济强国必有一个发达的保险市场做后盾。 

  首先，保险的基本职能是经济补偿和保险金给付，保险对于约定

的保险事故因其发生进行经济补偿或保险金给付，为社会经济发展遇

到特定风险时提供经济保障，从而保证了社会经济的稳定。 

  其次，保险的派生职能是防灾防损，防灾防损是风险管理的重要

内容，而保险经营的是风险，通过防灾防损工作减少风险事故的发生

或损失的减少。基于前二者，保险作为风险管理部门，对社会经济发

展起着重要的稳定器作用。 

  第三，保险的另一个派生职能是投融资的职能，从而，发达的保

险市场是资本市场稳定的重要后盾。因为，保险投资是资本市场的重

要资金来源，在发达的市场国家尤其在美国，保险资金是其资本市场

的主要资金来源；保险投资者是机构投资者，有利于资本市场的稳定；

保险负债，尤其是寿险负债一般是长期负债，相应地，更有利于与负

债匹配的长期资产，更有利于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保险投资带动资

本市场的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来源，反过来，资本市场的增长，

有为保险公司增加盈利，经济的发展带动保险需求的增加。 

  因此，建立一个强大的保险业，既需要政府对保险业的支持，更

是保险业对政府的支持。因为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一个完善而强大的



风险管理体系做后盾。要成为一个现代的市场经济国家，若没有一个

坚强的风险管理保障体系做后盾，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问题是，经济强必保险强，还是保险强必经济强呢？没有结论，

便是最好的结论。不过，无论结论如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保险是

社会发展的稳定器、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因此，中国梦，保险强国梦，

既是中国保险强大之梦，更是透过保险的功能助推中国经济社会强国

之梦。从这一角度看，保险梦，便是中华复兴梦。这是一个遥远之梦，

也是一个眼前之梦，梦得现实，梦得甘甜。 

   （本文来源：《中国保险报》2013 年 2 月 7 日，作者系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商

业保险研究分会会长、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