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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煎
,

在国内学术界和实际部门
,

提起保险业

的竞争
,

人们多半容易想到保险公司的同业竞争
,

即保险市场内部竞争
。

更有甚者
,

一提起竞争就将

冲国人民保险公司由上而下划为一方
,

而把中国人

民保险公司以外的其他保险公司划为另一方
,

保险

挑的竞争就被理解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与其他保险

公司之间的竞争和对峙
。

笔者认为
,

如果将保险业

竟争仅仅理解为市场内的同业竞争
,

对于保险业迅

速扩大及稳健发展是不利的
。

只有充分认识保险市

扬外的竞争乐力
,

并积极寻求扩大保险 市 场 的 途

径
,

才会对整个保险事业而不是某家公司产生更为

积极和有效的影响
。

一

保险业作为一个产业有其特殊性
,

下面的分析

将显示
,

这个特殊产业的竞争首先是保险的消费者

汲潜在的消费者与保险人的竞争
,

而不是保险人之

洞的竟争 , 其次保险业的竞争压力还来自于其他金

融机构
。

这两种竞争可以理解为保险业的市场外竞

争
。

最后
,

在保险业内部
,

各保险公司不仅仅面临

着俏费者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挑战
,

而且还必须面对

其他保险公司的竞争
,

即同业竞争‘
市场外竞争与

同业竞争是同时交错进行的
,

从保险事业较发达的

国家及地区的经验看
,

市场外竞争对保险业的压力

日益增强
。

所以
,

我们不可以忽视保险业的市场外

竟争
。

对于保险
,

国内外保险界迄今尚无 统 一 的 看

法
。

各国学者或从经济出发或从法律出发来认识保

险的本质
,

有些人强调保险是一种分摊 损 失 的 手

段
,

而有些人强调的则是保险通过分摊损失和经济

争礴两达到的目的
。

但无论如何
,

人们总不会否认

保险与风险的关系
。

美国的休伯纳和魏兰特认为保

险是一种转嫁风险的社会制度
。

英国的
· ·

汀斯

代尔更明确地将保险定义为
‘

将某些团体或个人蒙

受的风险转嫁给保险人的一种手段
。

保险人在取得

一定报酬 称为保险费 的前提下
,

承诺在某种程

度上承担被保险人所受的损失
。 ’

①这也在一定义

上表述 了保险经营的是风险的实质
,

同时描述了被

保人与保险人的关系
,

被保人之所以能将自己的风

险转嫁给保险人是以交缴保费给保险人为前提条件

的
,

被保人转嫁风险是需要成本的
。

转嫁风险给保险人是人作斑理风险 的 一 种 手

段
,

但不是唯一手段
,

人们是否决定将风险转嫁给

保险人
,

首先取决于这种转嫁的成本与处理风险的

其他方法的成本比较
。

就商业保险市场而言
,

共实

际市场有多大
,

取决于人们是否愿套和在多大程度

上将风险转嫁给保险人
。

风险管理巳成为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

之一
。

在发达国家
,

风险管理和生产管理
、

销售管

理
、

财务管理
、

人事管理
、

信息管理等部门发生并

列关系
,

并且它能够把这些部门管理综合起来 ,

在

全面管理方面发挥调节作用
。

风险管理的思想早已

有之
,

而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后的事
。

将这种理论努力付诸实际只是近 队

年的事
。

风险管理行为的价值日益上升
,

究其原因
,

除了企业的责任范围越来越宽
、

政府关于安全标准

的立法愈来愈严之外
,

最重要的因素是保险费用日

益增加
,

企业转嫁风险于保险人的成本不断提高
。

处理风险的基本方法有二 一是控制风险
,

其

目的是将危险降低到最小限度 , 二是经济补偿或日

风险理财
,

其目的是为了减少不可避免发生的损失

费用
。 ‘

风险管理首先是尽一切可能避免损 害 的 发

生
,

对不能避免的损失就努力进行防止或除排 此



后才会考虑使用风险理财的方法
。

风险理财的两个

主要手段是风险保有和转嫁
,

并且风险的转嫁可以

利用保险也可以不利用保险
,

例如出租人可以通过

减少租金在租赁契约中将财产的火灾危险转嫁给承

租人
。

由上述分析我们知道
,

保险业经营的风险只是

企业不能避免和防止的风险的一部 分
,

而 不 是 全

部
。

保险业市场的大小
,

重要的因素是企业保有多

少风险并愿意转嫁多少风险给保险人
。

企业保有风

险一般是积极保有
,

自保是一 个 典 型 的例子
。

近
、

年自保市场的发展对传统商业保险产生了极

其深刻的影响
。

其实自保思想早已 有之
。

以 中 国 为例
,

早在

年
,

唐廷枢
、

徐润主事轮船招商局时
,

该局章

程就规定
“

至轮船价甚巨
,

亦应保险
,

淮每年每

船约需保费万金
,

决非长策
。

应请俊三年之后
,

将

所得余银
,

除提利息花红外
,

另立一保险公款
,

自

行保险
,

侯保险资本积有巨款
,

不但可保自船
,

即

他船亦可兼保
。

一起两得
,

其利自溥
。 ”

②这里明确

地提出了 自保的思想
。

从文中可见
,

唐廷枢等人的

自保思想产生于风险理财的两种手段 一保有与转

嫁的成本比较
。

次年轮船招商局果真将上述计划付

诸实施
,

取得了很好的实绩
,

连外国人也不得不承

认中国人
“

是一个比他的导师 外国人 更强的对

手
。

一

”

自保是准备和专用基金的一种 使 用 方 式
。

现

代西方社会
,

由于把保险费的相当金额保留在公司

内部做为赔款
,

税法上是不予认可的
,

所以
,

进入

年代后
,

在美国
,

许多大企业纷纷设立子公司
,

把企业缴纳保险费的相当金额集聚于子公司
,

使母

公司的各种风险为子公司处理风险而保留
。

通常地

认为这种委任给子公司处理风险的机构是由于对传

统商业保险市场给予的保险保障不满意而设立的
。

这种不满意包含两层意思
,

一是对保险费率的过高

不满
,

一是对保险的可得性不满
,

例如在保险市场

不易买到政治保险
、

环境污染保险
、

产 品 责 任 保

险
、

药物中毒保险等等
。

企业附设保险公司不仅可

以增加保险弹性
,

而且可以节省处理风险的成本
。

商业保险市场上的保险费是由绅保费
、

保险人的行

政费用及利润三部分构成的
,

非寿险附 加 保 险 费

行政费及利润 通常高达 一 肠
,

附设保险人

可以为母公司节省附加保险费的开支
。

附设保险公

司的较高级型态是专业自保集团
,

以便为某一行业

集团提供保险服务
,

这一型态的保险人申于经营的

风险单位足够多
,

资金雄厚
,

能更好地运用保险经

营原则
,

因而也更具竞争能力

正因为附设保险公司有其发展的理由
,

西方国

家纷纷效仿美国建立起不少附设保险公司和专业自

保集团
,

形成了巨大的替代市场
。

以美国为例
,

年代末
,

尽管财产意外险市场疲软
,

费率不断在下

降
,

但许多保户仍然退出传统的商业保险而转向替

代市场
,

寻求专业自保
。

附设保险公司及专业自保

公司的保费收人
,

由 年占美国保费 总 收 入
·

的

肠上升为 年的 肠
,

至 年代初达 肠 左

右
,

③ 并且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
。

由以上的分析
,

我们知道
,

保险经 营 的 是 风

险
,

由于人们处理 风 险 的 方法的多样化
,

所以保

险公众对保险 的 需 求 弹性非常大
。

比如企业计划

建一座厂房
,

面临的问题只是选择哪一个建筑商 ,

因而对建筑而言
,

只是同业竟争的问题
。

而当一个

企业或个人面临风险时则不同
,

人们首先考虑的是

该不 该将风险转嫁给商业保险人
,

而不是选择保险

人
。 一

这样消费者形成的压力首先是针对整个保险事

业的
,

而不是针对某个保险公司的
。

目前美国的替

代市场已占保险市场的
,

传统商业保险市 场 自

然相对大大地缩少
。

据估计到 年代中期
,

替代市

场的份额将达
。

这足以使传统商业保险市 场 产

生危机感
。

这一状况表明
,

充分认识保险市场外来

自消费者的竟争压力是非常重要的
。

二

无论从微观的角度还是从宏观的角度
,

保障都

具有金融性质
。

保险以相互的方式聚集多数人的资

金
,

以补偿其中少数人在意外事故发生时所遭受的

财务上的损失
,

或保障未来收入的稳定
,

因此
,

保

险具有相互融通资金的性质
。

特别是各种类型的养

老保险单
,

是个人资产的一部分
,

其金融性质是显

而易见的
。

保险公司是被保人间融资的中介机构
,

因而保险公司是金融机构
。

在发达国家
,

保险业与

其在国民经济中重要地位相一致的是
,

它在金融市

场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

在许多国家
,

保险的金融作

用于仅次银行而领先于其他金融机构。 毫无疑问
,

作为金融事业的一部分
,

保险业必定会与其他金融

机构竟争
。

得珍业与共他金融事业的竞争可分为直接的竞



争和间接的竞争
,

或日市场内竞争和市场外竞争
。

市场内竟争表现为一些金融机构
,

特别是银行

设立保险机构或设立柜台直接承保保险业务
,

参与

分割保险市场
。

如果说前几年的热门话题是银行能

否经营保险的话
,

那么近两年的实践表明 回答是肯

定无疑的
。

不少西方国家立法允许银行经营保险业

务
。

如美国花旗银行特拉华分行成立了子公司一一
家庭担保人寿保险公司

,

并得到法律认可
。

年代

的法国寿险公司由 家增至 家
,

其中就有 家

是银行的子公司
, ‘

综合金融机构化
’

的概念巳经

逐步被人们接受
,

由于银行的保险网点经营成本比

保险公司低
,

所以法国银行柜台上摊角保 险 的 比

例
, 。年为 务

, 。。 年猛增至 肠
,

与 此 同

时
,

保险公司的总代理店
、

经纪人与专职营业员摊

销保险的比例却减少 务 ④ 可见银行对保险业的

渗透能力是很强的
。

一般金融机构与保险业在市场外竞 争 不 仅 存

在
,

而且非常激烈
,

但这种竞争不易量化
,

所以容

易被人忽视
。

保险不仅具有金融的性质
,

而且还具有储蓄与

投资的性质
。

寿 险 是 这 样
,

非寿险也是这样
。

在

非寿险中
,

从某一时点上看
,

是多数被保人聚集资

金补偿少数被保人的意外损失
,

具有金融性质
,

但

从时序上看
,

是某一危险单位平时聚集资金以补偿

其一时的意外损失
,

所以保险具有储蓄的性质
。

人

寿保险
,

尤其是养老保险的储蓄及保值
、

增殖性质

更是众所周知的
。

当今世界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对

保险业有深刻影响的因素
,

一是人口老龄化
,

二是

金融自由化
。

人口老龄化迫使人们更多地为老年生

活储蓄
,

金融自由化不仅提高了普通公民的金融意

识
,

而且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储蓄
、

投资的途径和

机会
。

人们的储蓄目的可以通过银行存款来达到
,

实际上
,

银行存款在绝大多数国家仍然是人们的首

位选择
。

人们还可以通过投资有价证券
、

不动产等

手段来达到储蓄并收息的目的
。

养老金计划
,

尤其

是企业团体养老金计划既可以自己组织一个基金
,

也可委托一个信托投资机构来实施
,

还可以通过银

行存款来实现
,

保险公司并非人们唯一的选择
。

在

选择处理风险的手肆时
,

人们主要考虑的是戍本和

夜利
,

,

而在选择储音手段时
,

人们考虑的主要是货

币保值
、

增值的能力和便利
。

在与一般金融机构竞争方面
,

日本保险事业作

了表率
。

年 月末
,

叙个人名义的金融资产统

计数据表明 民营金融机关的存款余款居首位 , 其

次是邮政储蓄
,

保险公司为第三位
。

到 月末
,

包

括财险
、

寿险在内的保险公司作为支付赔款 返还

的准备金余领达 丈 。兆日元
,

首次超过邮政储 蓄 而

占第二位
。

保险公司 年内以平均资金 余 额 每 年

肠的比例增加
,

最大的原因是一次交缴保险费的

养老保险以及储蓄性的保险险种利率高
,

吸引国民

涌跃投保
。

如
,

养老保险 年期利率为 肠
, 。

年期为 肠
,

而邮政储蓄 年以上的利率为 肠 ,

。年期利率企为 。肠
。

保险业在竞争中取得了优

势
,

迫使银行和邮政部门认真考虑如何吸收国民资

金的问题
。

日本保险业之所以能有如此成就
,

是因为日本

保险业尤其是寿险业在人口老龄化
、

金融自由化国

际化的新环境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

这种努力至少

包析两个方面
。

一方面努力开发新险种
,

广辟保险

商品消路
,

提高服务的广度与深度
,

以满足公众对

便利的需求 另一方面努力在资金运用上做文章
,

以高效的投资满足公众对高利率的需求
。

⑥

三

这里我们有必要分清两个概念
,

即企业的市场

占有率和业务占有量
。

前者是一个相对数
,

后者是

一个绝对数
,

两者并不一定同步发展
。

当某一市场

容量一定时
,

市场占有率高则业务占有量大 , 当市

场容量缩小时
,

市场占有率即使提高
,

业务占有盈

也可能减少 相反
,

当市场容量扩大时
,

即使市场

占有率有所下降
,

其业务量也可能是增加的
。

在市

场内部
,

通过同业竞争可以提高经营效力
,

最终提

高行业同他业竟争的能力
,

扩大市场容量
。

只有扩

大了市场容量
,

蛋糕做得更大些
,

同业各企业才可

能分到更多的业务
,

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
。

如果只盯着市场占有率
,

只注重市场的分割
,

而不

是有意识地扩大市场以增加业务的占有量
,

对整个

行业显然是不利的
,

即使某一或某些企业提高了市

场内的占有率
。

在前两部分
,

通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
,

我们的

结论是保险市场外竞争是激烈的
。

非寿险业市场的

竞争对手是消费者自己
。

日益受重视的替代市场
,

对商业保险人形成了巨大的威协
。

寿险业竞争的对

手主要是其他金融机构
。



下面我们从非寿险和寿险两个市场看看中国的

情形
。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

企业的预算约束是

软的
。

这种软预算约束的表现之一就是多数企业不

是价格的接受者而是价格的制定者
。

企业可以通过

调整产品的销价以弥补成本的增加
。

同时
,

企业不

是自己承担风除
,

而是与国家分摊
。

企业的风险损

失可以通过提价转让给买者
、

贷者
,

主要是转嫁给

国家
。

企业对价格
、

成本反映迟钝
,

自然不会重视

风险管理及处理风险的成本
。

在这种情况下
,

通过

由上而下的行政干预促使或迫 使企业将风险转嫁给

保险公司是可以实现的
。

目前进行的 日益深入的经济体制的改革
,

就是

要把企业推向市场
,

让价值规律来指挥企业
,

让硬

预算约束企业
。

竟争市场上的企业不是价格的制定

者而是价格的接受者
。

这时的企业必然重视控制产

品的成本包括处理风险的成本
,

重视风险管理
。

迫

使企业将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的行坟 一 项将会失灵

法定保险除外
,

而且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将不

再有这种行政干预
。

所以说
,

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

将对我国保险业发生深刻的影响
。

保险业的竞争将

是保险市场内外竞争交织在一起的竞争
。

如欲在保

险市场外取得竞争的优势
,

则首先必须将保险企业

自身推向市场
,

通过市场内竞争提高保险企业的活

力和经营效力
,

经营效力的提高表现为降低保险经

营的成本和提供便利
、

适当的保险 商 品
。

只 有 这

样
,

才会吸引企业将更多的风险转移出来以使保险

市场迅速扩大
。

在寿险市场上
,

情况有所不同
。

即使在传统计

划经济体制下
,

家庭的预算约束是硬的
。

所以家庭

对价格的反映非常敏感
。

就财产意外险而言
,

费率

低家庭才肯买 , 就储蓄而言
,

家庭必选择利率高者

而从之
。

由于我国计划经济特别强调货币的宏观调

控
,

要求保险业的保费基金存入银行纳入宏观信贷

计划
,

保险公司几乎没有资金运用的权利
。

这样
,

保费加银行利息减去保险企业行政费用及利税肯定

少于保费的等量货币及其带来的银行利息或其他投

资收益
。

人们自然不会选择保险作为储蓄的手段
。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寿险这些年来发展维艰维难的根

本原因之一
。

相反
,

银行储蓄量却迅速增长
,

证券

业也得到蓬勃发展
。

寿险发展困难
,

有人认为是各部门保险分割了

一部分市场
,

有人认为是中国执蓄串太低
,

其实这

些看法是不全面的
。

中国的储蓄率并不低
,

年
月底

,

中国的储蓄额巳达 。。亿万人民币
。

人

们为集攒结婚费用
、

子女教育费用
、

购买住房及养

老金而储蓄者不在少数
,

从这些长期储蓄余额中
,

每吸引百分之一的份额到保险业中来
,

对保险业的

市场将意味着什么 可见
,

市场外的竞争
,

潜力是

巨大的
。

自前的寿险业
,

影响各公司业务最的不是

多一个或少一个保险企业
,

而是其他金融机构给寿

险造成的压力太大
。

目前
,

住房制度
、

公费医疗制度以及社会保障
‘

制度的改革
,

实质 是要将更多的责任由国家方面

转移给个人
,

与此相应
,

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
,

个

人收入份额将增大
,

个人的长期储蓄余额也会相应

增加
。

这对于寿险业是一个极好的机遇
。

寿险业必

须通过同业竞争
,

拿出适应各层次消费者的高储蓄
率的保险商品

,

否则将坐失良机
。

保险业同市场外他业竞争
,

应有相应的宏观政

策来维护其竞争的公平合理
。

如适当的税负
、

保费

基金运用的权力等等
。

目前保险业税负过重
,

保险

基金又得不到有效的运用
,

在与他业竞争中处于不

公平地位
。

所以保险业的当务之急是要为整个产业

争取公平的竞争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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