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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
  �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保监会联合研究成果；
  �中国保监会指定保险代理人，经纪人，公估人资格考试参考教材。 

内容简介

现代市场经济是以金融为核心运行和发展的，而在现代金融体系中，保险业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作为金融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保险业要
加快，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还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日趋
激烈，市场主体的理性化程度不断提高，对保险的偏好程度越来越强。这在客观上推动
了保险业向更深层次、更广空间拓展，并越来越显示出产业化和市场化的优势。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发展与代价，风险与保险是相伴发生的。要降低发展的代价和风
险，就必须要健全保险机制，以此来分解风险，降低各经济主体的风险压力，增加发展
的稳定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保险对于经济发展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但是，保险
作为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不是自发形成的，它的发展与扩大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多种
中介形式来实现。在这里，中介形式起到了市场加速器的作用。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
，保险中介市场发育的情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介产业的发展趋势，一般规律
是，庞大的保险市场需要由
成规模发展的中介产业来维系。
现代市场经济是以金融为核心运行和发展的，而在现代金融体系中，保险业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作为金融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保险业要
加快，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还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日趋
激烈，市场主体的理性化程度不断提高，对保险的偏好程度越来越强。这在客观上推动
了保险业向更深层次、更广空间拓展，并越来越显示出产业化和市场化的优势。  在现
代经济条件下，发展与代价，风险与保险是相伴发生的。要降低发展的代价和风险，就
必须要健全保险机制，以此来分解风险，降低各经济主体的风险压力，增加发展的稳定
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保险对于经济发展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但是，保险作为一
个巨大的需求市场，不是自发形成的，它的发展与扩大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多种中介形
式来实现。在这里，中介形式起到了市场加速器的作用。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保险
中介市场发育的情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介产业的发展趋势，一般规律是，庞
大的保险市场需要由成规模发展的中介产业来维系。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
入和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我国的经济将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中国保险市场
必将成为世界保险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发展我国保险中介产业，是建立一个真正符
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完善成熟的中国保险市场的一项重要任务。中
国保险市场面对的是几十亿个企业单位及上亿户居民的保险需求，作为重要的经济补偿
手段，保险业的增长应能达到国民经济增长的需求。研究表明，保险需求的增长与国民
经济总水平的提高、与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的理性化、与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都



有相当紧密的联系。并且是正相关发展，同比例提高。随之而来的保险观念的改变也是
明显的。在我国，买保险已经被上升到新的投资渠道的地位，成为房地产、*之后金融领
域又一热点。人们开始密切关心保险业的动态。  因此，中国的保险需求是一个相当巨
大的潜在市场。保险的社会渗透性日益强化，使得保险中介的桥梁作用越来越明显，充
分发展的保险中介产业，日益成为保险业发展的当务之急。目前中国的保险市场已经初
具规模，保险中介人发展的大环境已经形成。随着经济的发展，一般来说，保险业的收
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且发展速度比其他行业的平均水平更快。
近几年，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持续的低通胀，高发展，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
是电力、能源、交通、通信、航天工业和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机遇和前
景，也使保险业和保险中介在经济发展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创新是当代世界经
济发展的总趋势，我们同样应该以创新的精神研究保险中介产业政策、保险中介机构组
织制度和保险中介机构监管制度。保险中介发展创新已成为保险业能否继续保持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把保险中介作为一个产业来研究，这既是理论上的创新，
也是对保险中介实践的一个推动。事实上，保险中介的发展已经呈现产业化的趋势。因
此，把保险中介作为一个产业来研究既是实践发展的需要，也一定会对发展中的保险中
介实践给以新的推动。同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中介产业实践的理论
思考，由此所形成的保险中介理论，赋予中国保险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保险市场和
保险中介产业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
践上都处在初起阶段，有很多新的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既有市场经
济条件下保险业发展的一般特点和规律，也有许多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因为我们要建设
的是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为我国的保险业发展
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和探索空间，需要我们一方面大胆探索、大胆实践，采取积极有
效措施，去培育和开拓中国的保险市场和保险中介产业；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加强理论
研究，用人类文明的成果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并创造新的、符合中国实际的保险理论。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都有待于进
一步的完善和规范，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我国保险业的发展相对滞后，远不能适应市
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刚刚起步的保险中介产业，存在许多实际问题，如：发展
不规范，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管理体制和监管机制还没有完善，既缺少政策规范，又缺
乏必要的约束条件；发展方向不是十分明确，既没有长远的发展规划，也缺少具体的发
展思路；市场化程度低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保险业的健康发展，需要我们加以认真
研究和解决。通过研究，一是要对我国保险中介产业发展现状有一个全面了解，搞清楚
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二是对市场经济国家成熟的经验和理论
进行深入的研究，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保险理论，并运用于中国的保险实践，提出
保险中介产业的发展战略。  为了推动中国保险中介产业的发展，1999年1月，中共中
央党校与中国保监会联合成立“中国保险中介产业发展研究课题组”，组织中央财经大
学、南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
国太平洋保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等我国保险界著名专家、教授、学者共同对保险
中介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研究。该课题1999年3月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在我
们又在课题研究初步成果的基础上，在更大范围内邀请从事保险研究的学者数次增删改
写，三次审读，三易其稿，整理编写成这本通俗性的教材，供从事保险中介产业人员参
考，寓提高于普及。希望本书能使从事保险中介产业人员的业务素质更进一步地提高。
也希望本书能在理论上指导我国保险中介产业健康快速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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