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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新“国十条”政策解读

胡瑞纹

新余学院 江西新余 338000

[ 摘  要 ] 随着保险业“新国十条”提出，笔者对于其中涉及到的各个险种的变化影响做出了解读，主要变化在农业保险、巨灾保险及养老

保险上，并提出了在当前形势下，保险公司、保险业协会应该随之做出的变化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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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保险

新国十条在农业保险方面提出几个新观点。

一是提出开展农产品目标价格保险试点，二是探索天气指数保

险等新兴产品和服务，天气指数保险的一个实例——赏月险。但这

个险种保障范围较小，保额较低，有这种保险需求的人毕竟是少数。

如果开阔思路，将其运用到农业上，则将更加惠及大众，我国关于

农业灾害的保险并不新鲜，但是并没有区分地域性，农业天气指数

保险比一般的农业灾害保险操作起来更加复杂，但并非没有理论上

的可行性。

2 巨灾保险

我国首次由政府提出巨灾保险，在如何建立巨灾保险制度上，

可以参考国外模式。国外巨灾保险制度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是政

府主导模式，即强制保险，如美国的洪水保险；第二种是政府和市

场结合，如日本的地震保险；第三种是市场模式，即政府只充当旁

观者角色，如英国的洪水保险。

3 养老保险

新国十条首次提出发展独生子女家庭保障计划。探索对失独老

人保障的新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响应计划生育国策的独生子女

父母相继进入老年期。独生子女成家后将面临 4 位至 6 位老人的赡

养和 1 个至 2 个孩子的抚养，传统意义家庭所固有的养老功能日益

弱化，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存在很多现实问题。

如此重大的一个养老负担，光靠一代年轻人实在有心无力，政

府也无法负担。将保险机构纳入社会安康保障体系很有必要，为解

决这一问题，信泰保险公司率先提出了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

实质上是国家在政策上给予购买养老保险产品个人的税收优惠。

从国外来看，养老保险制度成熟的国家，第一支柱养老保险占

整个养老金总数的 30%，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合计约占 70%。而我

们国家正好相反，我们第一支柱占 80%，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很少。

这种发展已经不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了。国外实际上已经做了

多年了。而且这种税收优惠能够推动养老保险爆发式的增长。如果

保险公司想抓住这个重大利好，就必须增强我们的机遇感和责任感，

在不断拓展养老保险和养老产业领域上有所作为：一是创新盈利模

式，尽快扭转年金业务亏损局面。提高我们的投资方式、投资领域、

投资的多元化，真正实现年金业务扭亏为盈，推动养老保险公司快

速发展。二是努力做强第二支柱，做大第三支柱。三是积极参与养

老产业链整合，实现价值延伸。实际上我们就是要从这几个方面来

应付老龄化这个问题，个人税收递延会给我们寿险业发展带来非常

好的机遇。我们也要紧抓这个机遇。

4 保险业要转型，保险公司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一是增强发展能力。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家所扶持的政策，要以

健康和养老作为寿险业务的新主题，积极开发相应的新产品，参与

个税递延养老产品，包括年金、大病保险灯方面的试点，特别是这

次又提到对独生子女、长期护理险等新的领域，我们都要深耕健康、

养老产业链，不断加大新领域的开拓力度，加快转型发展的速度。

二是增强创新能力。因此，作为保险行业，一定要配合国家全面深

化改革的进度、社会管理的实际需求，要在保险产品、运营模式方

面进行广泛的创新，特别是要利用先进的比如大数据、云计算、移

动互联网还有风险管理的新技术，全面提升保险自身服务社会管理

的能力。三是要增强投资能力。保险业加大投资步伐的基础是具有

专业投资管理能力。四是要增强服务能力。保险业延伸的领域越来

越广，现在可以延伸到养老、医疗、健康，不仅是产品端，产业链

也在延伸，这个延伸实际上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课题。特别是现在

做养老的，比如，我们现在想做养老地产这方面，但是怎么做呢？

它的赢利模式怎么样？商业模式怎么样？它的险资怎么能够更好地

进行产业投资？这实际上是我们研究的新课题、新领域，这需要我

们很好地去研究。五是要增强风险的防控能力。新国十条出来以后，

在监管方面也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因为保险业在新国十条出来以后

保险业可能要有一个井喷式的发展，特别是各地税收递延型养老保

险出来以后有井喷式的发展。这个发展机遇虽然业务发展快了，但

也伴随着很多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朱进元会长是最注意这方面的。

虽然行业部门有自律，但是监管部门现在以风险管理为主。要依靠

过硬的管理能力，真正形成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六是加

强队伍建设。新国十条的落地，保险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也是一个创新的时代。保险产品的创新，运营模式的创新，保险资

金的运用等都要求保险行业必须配备专业人才队伍。因此，保险业

必须加快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不断提高行业的专业管理能力和

水平，为行业的创新发展、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5 从协会角度来看，应该如何利用《新国十条》的大好时机。

这样的一个机会不管哪个公司他们都应该从各自的角度再去考

虑。这个新国十条是一个向保险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很多

这方面的政策安排。但是，每一家公司都有自己的经营策略、经营

重点。我记得，我们在新国十条出台之后搞了一个高管的研讨。有

的高管提出，针对自己的特点瞄准特定的方向，开发自己系列的产品，

推出相应的服务，在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贯彻落实国十

条的同时找到自己的具有特色的发展道路。我觉得，这是每家公司

都在积极做的准备。每家公司在不同的角度做出自己特殊安排的同

时汇聚到整个行业就是我们行业贯彻新国十条的表现，也是我们把

握机遇的一个真实的思考和安排。我想，未来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

共同行动下，新国十条的落实工作一定会做好。一个强大的保险业

会在中国出现，而这样的一个行业一定会服务好我们整个国家的经

济转型，社会转轨和人民福祉的提高。

[ 参考文献 ]

[1] 孙蓉．保险学原理［Ｍ］．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86.
[2] 唐金成，陈嘉州．论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互动协调发展阴

．西南金融，2007（7）.
[3] 童星．公共政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学习与实践，2010

（9）.
[4] 王绪谨．论化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界定饥．南京经济学院学

报，19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