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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是实践的总结。
近十年是中国保险业实践最充分的十年。
保险市场逐步完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发展质量逐步提高，服务领域不断拓宽，发展环境更加优化
，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更重要的是，保险队伍逐步成熟，他们学习实践，分析实践，概括实践，总结实践并形成理论指导实
践。
　　鉴于此，最近十年，也是我国保险理论最丰富的十年。
一是提出了阶段论，认清了保险业的发展形势，科学判定了当前保险业正处于初级阶段，保险业当前
的主要矛盾是保险业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求不相适应。
阶段论的提出，使全行业进一步认清了形势，既看到了机遇，也看到了挑战，增强了发展的紧迫感和
责任感。
二是提出了发展论，对保险业为什么要发展、怎么发展、发展一个什么样的保险业有了新的认识，提
出了“促进改革、保障经济、稳定社会、造福人民”的行业使命，对保险业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
发展动力和发展要素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首要任务是又好又快、做
大做强。
发展论的提出使加快发展成为行业共识，激发了保险业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热情，促进了保险业
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三是提出了功能论。
明确提出保险除了经济补偿、资金融通职能外，还有社会管理功能。
该理论的提出，为保险业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保险业逐步成为服务民生、改善民生和保障民
生的重要手段，成为支撑投资、扩大消费和保障出口的重要因素，成为优化金融结构、提升金融市场
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力量，成为促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提升政府行政效能的重要方式。
四是提出了监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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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年的思考，十年的探索。
品读此书，我们既可以重温保险业以往发展的轨迹和脉络，更可收获保险业未来发展的启迪和借鉴。
实践是理论的出发点，同时也是理论的落脚点。
理论研究的生命力和价值在于指导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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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有祥，浙江萧山人，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全国青联委员。
著有《中国保险公司管理层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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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保险是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的认识，目前仅限于保险业界，还远没有得到社会其他领域的
认可，原因之一是我国目前保险业的发展状况很不令人满意，保险的密度和深度还远远低于国际平均
水平，保险的供给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求之间差距很大，社会各界还没有深切体会到保险的社
会管理功能。
实际上，保险业界也囿于保险的自然属性论保险的发展，无法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偏安于长期以来
市场格局所带来的温室环境。
只是到了外资保险机构即将全面进入我国市场的时候，我们才看到保险市场要进行革命性改革和发展
的“鲶鱼效应”。
外资保险机构的不断涌入，国有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革，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保险宣传力度的
加大和诚信建设，保险产品和资金运用领域的不断创新，以及保险监管机构监管职能的加强，这一切
都说明保险改革与发展的序幕才刚刚拉开。
　　研究和认识现代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将为我国保险产业发展指明方向，对于保险的经营者——
保险机构和政府及其代表保险监管部门来说，至少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肩负的责任与任务以及大
力发展保险业的紧迫性、主动性。
　　二、保险社会管理功能的两大决定因素1。
保险的社会性。
保险的社会性，是指保险所涉及或处理的关系具有广泛性、普遍性，尽管保险研究的基础是单个的个
体或事件，但是它反映的是群体特性而不是个体特性。
保险关系是一种保险交易相关者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的影响对社会
具有极强的传递性；并且这种关系存在一定的内在规律。
不论“聚千家之财，救一家之急”，还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都是对保险关系的这种有别于其
他经济关系的客观描写。
　　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客观存在。
人类在漫长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单靠顶礼膜拜，祈求神灵的保佑难以达到消灾避难的目
的，必须靠人类自身和群体的力量，互助共济，才能共同保障生活的安定。
在我国的早期文献中，可以找到许多包含某种保险意义的积极应对自然灾害之策，诸如，“天有四秧
”（水旱饥荒），要谋救患分灾，且国应平籴等。
对于人类自身的健康发展，孔子提倡“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礼记·札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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