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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险的同时，一些中
资保险纷纷进行海外收购，开始全球化的网
络布局。以安邦为例，自2014年起已连续收
购了 6家国际知名保险公司和其他产业，包
括：纽约华尔道夫酒店、比利时FIDEA保险
公司和比利时百年银行德尔塔·劳埃德银行、
荷兰 VIVAT 保险公司、韩国东洋人寿 63%的
股权、美国信保人寿等。安邦在海外并购上
的投资总计超过400亿元。

这被业内称为中国保险业国际化的第二
种方式——“主动出击”。

除了安邦，阳光保险、中国人寿、中国
平安等多家险企均在海外有所布局。2016年
11月，中国人寿首个境外代表处在英国伦敦
金融城正式开业；日前，中国平安保险高层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平安海外投资
配置比例约2%，但意图在未来三至五年提升
至 5%-10%。据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执
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德云披露，仅2016年上
半年，我国保险业海外并购金额达到了65亿

美元，超过去年全年。
数据显示，从 2002 年到 2015 年，中国

的对外投资以连续将近 36%的增长速度高速
增长。

对此，陶存文指出，目前中国放开了国
内保险资产向海外发展，一方面是资产配
置，从战略角度出发，实现资产的保值增
值；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在国外设立分支机
构，服务国际市场，目前以实力雄厚的财险
公司为主。而后者则面临国内外市场环境差
异等风险。

陶存文认为，对于中国保险企业“走出
去”来说，“一带一路”是最大的机遇。“保
险业服务是‘一带一路’战略必不可少的配
套品，也是险企必须承担的责任，同时是

‘走出去’的最佳渠道。未来，中国保险业
可以基于和中国企业一起出海的经验，扩展
自己的业务范围，等业务发展成熟了、设施
健全了，中资险企分支机构就可以落地，从
而推进整个市场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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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近10家外国保险公司在北京友谊饭店设

立“联络处”，堪称当时街头一景。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保险

行业对外开放的雏形。而今，不仅外资保险深耕中国市场，中

资保险也加快“走出去”，成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拼杀”

的护身符。健康保险、医疗保险、意外伤害险……400多种中

资企业提供的境外险种服务全球。可以说，中国保险业与中国

经济的开放如影随形，以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为契机，保

险业的国际化也在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作为中国金
融业中开放时间较早、

水平较高的一个行业，保险业
持续深化对外开放，对中国金融业

扩大对外开放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近年来，中国保险业在对外开放方面

不断做出有益尝试，并在“引进来”和“走
出去”过程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相关企业的

数量稳步增加，覆盖面也不断扩大。
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共有来自 16 个国

家和地区的境外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了 57家外资保
险公司。同时，目前，共有12家中资保险公司在境外

设立了38家保险类营业机构。
在全球经济形势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中国保险业对

外开放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但就全球保险业的发展情

况来看，中国保险业在对外开放方面依旧还有很大的空
间，特别是随着中国进入与世界深度互动阶段，且中国
保险市场规模已进入全球前三。应该看到，以开放促
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不断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
升对外开放水平，已成为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必然选

择。
目前来看，如何实现“引进来”和“走出

去”的更好结合，将是推动中国保险市场进一
步对外开放的关键。在“引进来”方面，当

前，外资险企进入中国“水土不服”的
问题时有发生，对此，我们需要在保

险业的营商环境优化、文化认同
及加强合作方面多做功课，

积极引入国际先进管理
技 术 和 经 验 。

当然，外资险企
自身也需加快适应中国
市场，主动推动相关转型。

至于“走出去”，相对于西方
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保险市场，中国
保险业的国际化水平仍不高，加快解决中
资保险的海外机构数量少、业务范围窄、保
费规模小及市场份额低等问题已成为业界共
识。针对这些问题，有必要鼓励中资保险机构尝
试多渠道、多层次走出去，支持保险企业通过新
设、参股及兼并收购境外保险机构的方式完善全球
经营网络布局，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加快对外
发展，深入参与国际保险规则制定，加强中资险企合作
机制的建设，同时加强风险防控，监管机构应与发达国
家和地区的保险监管机构建立双边、多边监管合作机制。

当前，国际化已成为保险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想要
在这条开放大道上实现繁荣发展，保险业必须再“加把
劲”。事实上，在“一带一路”战略持续推进、自由贸
易区建设不断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及国家相
关政策的支撑下，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前景十分
可观。未来，保险业应充分把握发展机遇，综合
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重视国内外
保险市场联动效应，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发
展，提升国际竞争力，在推动提升保险业自
身对外开放水平的同时，进一步为中国
金融业对外开放积累更多有益经验。

开放谈

保险业开放还有大空间
邱海峰

“保险业成为了我国金融体系中开
放时间最早、程度最高的行业。”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赵忠秀这样评价。

中国保险业入世协定的重要内容之
一，就是允许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组建
中外合资保险公司。据保监会数据，截
至 2015 年底，中国共有保险公司 156
家，其中外资公司 50 家，比 2002 年底
的 22 家公司增加了 28 家；同期，外资
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达 1165.6 亿元，是
2002 年的 25.25 倍；外资保险占全国市

场份额的 4.8%，比 2002 年增加 3.3 个百
分点。

“中国保险业进入了全面对外开放
阶段。”赵忠秀说，“从资金运用上来
看，中资保险企业的外汇资金开始运用
到境外，积累了投资经验，提高了保险
资金运用效率和影响力。险资重点配置
债券，‘一带一路’项目、沪港通、深
港通等相关领域不断发展。从服务范围
看，保险业绩都有所增加，国际影响不
断扩大。”

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与开放
之旅，却并非一帆风顺。

1949年10月20日，新中国第
一家全国性大型综合国有保险公
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在北京
成立，中国保险市场起步。而到
1952 年，外资保险公司完全退出
了中国市场。辗转至 1979 年，在
国务院批转 《中国人民银行分行
行长会议纪要》 后，国内保险业
务才逐渐恢复，国外的保险公司
也开始陆续进驻中国。

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早期，近
10 家外国公司在北京友谊饭店设
立“联络处”，堪称当时一景。

新的机遇伴随中国加入WTO
而来，无论是外资保险公司的

“引进来”，还是本土保险企业的
“走出去”，企业数量都开始稳步
增加，中国保险业，包括业务、
机构、市场、风险、资产和收益
等的国际化程度迅速提高。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外国公司的
“联络处”已经不能满足需要。1992 年
12月11日，美国国际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友邦保险获得了经营牌照，在上海开设
了分公司——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
一家外国保险公司。

自此之后，外资保险公司和外资企
业明显加快了在中国的投资步伐——

1993年12月，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入
股平安，拉开了平安引进海外投资的序
幕；1996年10月，新华人寿成立，苏黎
世保险公司用股份代持的方法成为了其
隐形外资股东；1998年底，由德国安联
保险集团和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资
的安联大众人寿保险公司成立——这是
欧洲保险公司在华的第一家企业……

前保监会副主席吴小平曾代表中国
保险业参加了入世谈判。他说，保险业
的开放是全面入世的最后一道屏障，当
时各保险公司的压力非常大，惟恐成为

保险业开放的牺牲品，但后来看，这种
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吴小平说，外资保险公司进来后，
在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控制、服务、产
品等方面都给中资公司带来了压力和动
力。后来中国保监会通过调研发现，保
险业开放到哪里，当地中资保险公司的
管理水平就有提高。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陶存文
向本报记者分析，外资公司刚进来的时
候，市场影响很大。尤其是友邦等公司
带来了国外的经营理念和商业模式，对
中国人寿、平安公司等寿险市场的影响
非常大。

中国保险学会会长姚庆海指出，
“中国保险市场开放推动了中国融入世
界。保险这种国际化的风险管理机制，
推动中国接受并按照国际规则进行商务
活动。保险管理风险功能的发挥，支持
了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发展。”

几十年里，中国保险业从零起步到目前
基本保持两位数增长速度，当前中国保险市
场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保险市
场。15 年间，中国的保费收入翻了近 5 倍，
至2016年11月底已达到2.8万亿元。

“当国内市场达到饱和时，在国内竞争
优势突出的企业会自然地将生产、经营活动
向外扩张，通过拓宽海外市场获得更多的顾
客，获取更廉价的原材料，提高规模经济效
益和国际竞争力。”凤凰智库的报告 《2016
年中国保险行业国际化观察》指出，对于中
小企业而言，向外扩展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
更自由的成长空间。

据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底，内资寿险
公司涉及海外业务的境外险种总计有 92 种，
包括健康保险、医疗保险、意外伤害险等；
内资产险公司涉及海外业务的境外险种总计
有 314 种，包括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

险、船舶保险、计算机设备保险、知识产权
保险等十余个大类。与此同时，随着出国留
学、旅行人员的人数与频次逐年递增，诸如
境外留学或工作意外伤害险、境外旅游意外
伤害险等新型险种也应运而生。

凤凰国际智库高级研究员孙友文指出，
中国保险机构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方式叫做

“跟随战略”。这些年保险业服务于中国企业
走出去，提供全球的风险管理和保险安排，
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重要配套，跟着“中
国利益”一同走出去。

“最开始我们谈到‘走出去’是中国产
品走出去，后来是劳务、工程服务、资本走
出去。再到后来，我们的管理、技术、文化
走出去，包括我们的品牌走出去，这都有它
发展的规律和过程。保险业作为这个过程必
备的配套产品，也会随着中国企业的全球化
而全球化。”孙友文说。

（示意图）

（本示意图来自中保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