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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发展指数研究是在我国小康社会建设步入新阶段、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保险业发展迎来新机遇的大背景下开展的：从国家发展愿景看，小康

社会建设步入新阶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到 2020 年要如期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这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从经济发展战略看，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按照“十三五”规划要求，要以发

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未来几年实现经济中高速发展，居民收

入增长速度不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从行业发展前景看，保险业发展迎来新机遇，

国务院于 2014 年 8 月正式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国发〔2014〕29 号）（以下简称“新国十条”），明确 2020 年发展目标，

即基本建成现代保险服务业，努力由保险大国向保险强国转变，随着政策利好

不断释放，行业发展迎来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五年，也是实现由保险大国向

保险强国转变的五年，两个目标时间节点高度重合，关系密切。速度变化、结

构优化、动力转换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则为现代保险服务业建设带来了新机遇

和新挑战。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国十条”文件精神，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促进保

险行业发展，增强公众保险意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成立专项小组开展中国保

险发展指数研究，积极尝试以指数形式综合、直观地反映我国保险业发展水平

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中国保险发展指数介绍

一、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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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值的选取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以目标值为标准值；二是以基期值为标准值。

保险业评价指标中，除“新国十条”明确了 2020 年，保险深度达到 5%，保险密度达到

3500 元 / 人外，其他指标没有可供参考的目标值（或全球平均、业内最佳值）。为了充分

反映保险业发展轨迹，我们采用了第二种方式，即将基期值作为标准值。

“新国十条”是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保险业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献。

其发展目标描绘了现代保险服务业“十三五”期间的发展蓝图；明确了现代保

险服务业是完善金融体系的支柱力量；强调了现代保险服务业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是促进经济结构升级的重要引擎，是改善民生保障的有力支撑。

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是编制指数的基础，中国保险指标体系框架以

“新国十条”2020 年发展目标作为政策理论依据，即“到 2020 年，基本建成

保障全面、功能完善、安全稳健、诚信规范，具有较强服务能力、创新能力和

国际竞争力，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现代保险服务业，努力由保险

大国向保险强国转变”，并遵循科学性、代表性、导向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建立。

指标体系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总指数，反映我国保险业总体发展

情况；第二个层次是四个分指数，反映我国保险业在基础实力、服务能力、创

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领域的发展情况；第三个层次是 27 个评价指标，反映各

领域具体发展情况 ( 见图 1）。

二、指数框架 三、指数说明

中国保险发展指数采用综合指数法进行编制，其优点是对复杂的指标体系进行了简化

处理，能给出直观、简洁的评价结果，且经济含义清晰，容易理解。

1. 标准值的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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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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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值计算主要采用定基标准化法。该方法将指标实际值与标准值相除，得到的评价

值与实际值序列走势完全一致，能充分反映各指标实际数值得出的评价结果。测算中针对

时期类指标、时点类指标、比重比率类指标、正指标、逆指标等不同性质指标进行必要的

分类修正。

3. 评价值的计算

4. 指数的合成

中国保险发展指数分指数由领域内各指标的评价值加权汇总得到，总指数由各领域分

指数加权汇总合成。

中国保险发展指数首发于 2015 年 12 月，该指数以 2010 年为基期，反映了 2014 年

保险业发展现状，以及 2011-2014 年我国保险业发展趋势。

2015 年中国保险发展指数，在上年编制基础上有所优化和完善，增加了体现保险行

业效率的“劳均保费”、体现开放程度的“保险服务贸易出口额”。调整后的指标体系，

丰富了指数内涵，实现了有效衔接，不仅客观反映了 2015 年我国保险业发展特点，也完

整记录了“十二五”时期我国保险业发展变化。

表 1 中国保险发展指数权重

一级领域 二级领域 权重 三级指标

基础实力 α=30%

原保费收入

再保险保费收入

净资产

保险深度

保险密度

资金收益率

资金运用余额

服务能力
β=30%

保险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纳税额

保险业总资产占金融业总资产比重

赔付贡献度

劳均保费

保险业从业人员占比

健康险赔付与医疗费用支出之比

商业养老深度

创新能力 γ=20%

中国精算师数量

新产品量

巨灾险、农险、责任险、信用险占比

年金托管资产

保费网销比例

亿元保费投诉率

国际竞争力 δ=20%

中国保险深度与全球平均水平之比

中国保险密度与全球平均水平之比

中国保费全球占比

外资保险公司数量

境外上市的中资公司数量

保险服务贸易出口额

中
国
保
险
发
展
指
数

四、指标调整

权重的设定采用德尔菲法 , 权重如下（见表 1）。

2. 指标权重的确定2. 指标权重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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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环境为保险业发展创造条件

图 2 GDP 增速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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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下，2015 年，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7990 美

元，在 189 个国家（地区）中排名第 76 位，比上年前移 7 位。

结构调整带来保险业发展新机遇。经济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50.5%，比上年提高 2.4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为 54.1%，比上年提高 6.2 个百分点。

创新驱动激发保险业发展新动力。“互联网 +”行动计划扎实推进，以新产品、

新模式、新服务为代表的新经济迅速发展，其中信息通信发展水平快速提高，

2015 年末，移动电话用户、互联网上网人数分别达到 13.1 亿户、6.9 亿人。 

民生改善增加保险业发展新需求。就业规模稳步扩大，2015 年末，全国

就业人员 77451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98 万人；居民收入稳定增长，2015 年，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966 元，比上年实际增长 7.4%，快于国内生产总

值增速（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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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经济稳中有进的背景下，保险业发展总体向好。测算结果显示，2015 年

中国保险发展指数稳步提升，为 112.8（以 2010 年为 100），比上年提高了 3.5 个

点 , 为“十二五”期间同比提升幅度最大的一年。随着“新国十条”、《关于加快

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等重大政策的陆续出台，保险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保险需求有所增加，业务范围逐步拓宽，进入了快速发展期，2011-2014 年中国保

险发展总指数提高幅度分别为 1.1、3.1、2.1 和 3 个点（见图 3）。

从分指数对总指数的贡献情况来看，2015 年，服务能力指数对总指数的贡献最

大，贡献率达到 31.2%，反映出保险业承担起了更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得

益于近年来保险业承保能力和投资能力的快速提升，基础实力指数对总指数的贡献

率达到 27.6%，排名第二。 创新能力指数对总指数的贡献率为 27.5%，国际竞争力

指数对总指数的贡献率为 13.7%，仍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2015 年，基础实力分指数为 113.7，高于总指数 0.9 个点，比上年提高 3.1 个点（见图 4）。

二、总指数发展趋势 三、分领域发展特点

1. 基础实力继续壮大

保险业务高速增长。2015 年是保险“新国十条”全面落地的一年，全行业主动适应

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全年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24282.52 亿元，

同比增长 20.00%，增幅较上年提高 2.51 个百分点，增速是近年来增速最快的一年。其

中，产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 8423.26 亿元，同比增长 11.65%；寿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

入 15859.13 亿元，同比增长 24.97%。保险业效率也有所提升，2015 年劳均保费 237.00

万元 / 人，比上年提高 13.23 万元 / 人。

资 产 规 模 不 断 扩 大。2015 年 末 保 险 业 总 资 产 达 到 12.36 万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长

21.66%；净资产达到 1.61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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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础实力分指数（2010—2015）

图 3 中国保险发展总指数（20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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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服务能力分指数为 113.1，高于总指数 0.3 个点，比上年提高 3.6 个点（见图 5）。

2. 服务能力明显提升资金运用效果突出。资金运用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拓宽了保险资金运用领域

和业务范围。2015 年资金运用余额为 11.1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81%; 资金收益

率为 7.56%，高于上年 1.26 个百分点，投资效率创 5 年来的新高。

对经济发展贡献增大。保险业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大了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

2015 年保险业实现营业税金及附加 637.48 亿元，比上年增长 40.35%，保险业营业税占

全社会营业税的比重为 3.30%，比上年提高 0.75 个百分点；同时，保险作为现代金融体

系的重要支柱，在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协调性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保障民生作用凸显。受《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出台，

以及个税优惠政策落地的影响，健康险持续高速增长，发挥了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障的作

用，2015 年健康险赔付与医疗费用支出之比为 6.40%，比上年提高 0.79 个百分点。商业

保险深入参与国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受《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办法》《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养老保障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利好政策影响，实现快速发展，

2015 年商业养老深度为 963 元 / 人，比上年提高 166 元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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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服务能力分指数（20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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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国际竞争力分指数为 111.1，低于总指数 1.7 个点，比上年提高 2.3 个点（见

图 7）。

国际地位继续提高。作为有潜力的新兴保险市场，在全球保险市场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2015 年中国保费收入超过英国，全球排名由上年的第 4 升至第 3。

开放程度有所扩大。“引进来”和“走出去”步伐加快，一方面，外资保险公司以不

同方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 2015 年末，外资保险公司（直保公司）数量为 50 家，其中，

财产险公司 22 家，人身险公司 28 家。2015 年，外资保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 1165.61 亿元，

同比增长 29.27%，占全国保费收入的 4.80%，占比较上年提高 0.34 个百分点，增加了我

国保险市场竞争活力。另一方面，中资保险公司走出国门，截至 2014 年末，共有 12 家境

内保险机构在境外设立了 32 家营业机构；境外上市的中资公司数量为 6 家。此外，2015

年保险服务贸易出口额 49.7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8.75%。

4. 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产品创新力度加大。保险业围绕国家中心工作开发保险产品，如启动了巨灾保

险试点应对灾害事故，2015 年，我国首只巨灾债券在北美成功发行，宁波“灿鸿”、

“杜鹃”台风保险赔付 8000 万元，广东“彩虹”台风赔付 7.5 亿元，“东方之星”

事件赔付 7380.6 万元。升级农业保险条款服务“三农”， 2015 年，农业保险实现

保费收入 374.90 亿元，参保农户约 2.3 亿户次，提供风险保障近 2 万亿元。大力发

展信用保证保险，积极推广“政银保”发展模式，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全年贷款保证保险支持小微企业及个人获得融资金额 1015.6 亿元。

2015 年，创新能力分指数为 112.4，低于总指数 0.4 个点，比上年提高 4.7 个点，

是提升幅度最大的领域（见图 6）。

3. 创新能力有所提高

服务创新再上台阶。在鼓励互联网保险产品创新的同时，互联网渠道的便利性共同促

进了互联网销售的快速增长。2015 年，保费网销比例为 9.20%，比上年提高 2.46 个百分点；

随着全社会保险意识的不断增强，保险服务效果也有所显现，2015 年亿元保费投诉率为

1.244 件 / 亿元，比上年减少了 0.131 件 /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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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创新能力分指数（2010—2015） 图 7 国际竞争力分指数（20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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跻身全球第三大保险市场。2015 年我国实现保费收入达 2.4 万亿元，占全球

保费的 8.49%，比 2010 年提高了 3.38 个百分点。保费总量超过德国、法国和英

国，由世界第六升至世界第三。与 2010 年相比，我国保费收入增长了 84.6%，

年均增长 13.4%。 

与全球平均水平差距缩小。2015 年，我国的保险深度为 3.57%，虽比全球

平均水平低 2.66 个百分点，但差距比 2010 年缩小了 0.61 个百分点；2015 年保

险密度为 280.7 美元 / 人，与全球平均水平的差距，由 2010 年的 467 美元 / 人

缩小到 2015 年的 341 美元 / 人（见图 8、图 9）。

一、竞争实力有增强 

“十二五”时期，我国现代保险服务业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是保险业实现

跨越式发展的五年，是促进金融体系协调运行的五年，也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成效显著的五年。可概括为“五有”：

“十二五”时期保险业突出变化

图 8  2015 年中国与发达国家保险深度情况对比

图 9  2015 年中国与发达国家保险密度情况对比 （单位：美元 / 人）

数据来源：SI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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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才 队 伍 有 所 壮 大。2014 年， 保 险 机 构 中 本 科 及 本 科 以 上 人 员 占 比 达 到

37.75%，比 2010 年提高了 8.75 个百分点。2015 年，中国精算师数量达到 509 人，

约为 2010 年的 3 倍。

创新产品层出不穷。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保险产品开发步伐加快，涉及应对

灾害事故、服务三农发展、支持实体经济和保障改善民生等。2015 年新报备的寿险

产品为 2868 个，比 2010 年多 1029 个。

互联网保险异军突起。集渠道创新与模式创新为一体的互联网保险增势强劲，

2015 年，110 家保险公司开展了互联网保险业务，其中：财产险公司 49 家，人身

险公司 61 家，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 2233.96 亿元，比 2011 年增长近 69 倍，互

联网保费在总保费收入中的占比从 2011 年的 0.22% 上升到 2015 年的 9.20%。其

中，财产险公司互联网业务保费收入 768.36 亿元，比 2011 年增长 34.4 倍，占产

险公司全部业务的 9.12%，上升 8.67 个百分点；人身险公司互联网业务保费收入

1465.60 亿元，比 2011 增长 141 倍，占人身险公司全部业务的 9.24%，上升 9.13

个百分点（见图 10）。

中小企业发展活跃。中小公司积极探索专业化、特色化的业务领域和模式：一是中小

人身险公司迅速成长，如华夏、生命、安邦人寿等，多主打短期理财型产品，近年来保费

增速数倍于市场平均水平，2015 年规模保费收入市场排名已跃升至行业前十位。二是互联

网保险公司相继成立，2013 年获批筹建众安保险首家互联网保险公司，2015 年又批准筹

建易安财险、安心财险和泰康在线三家互联网保险公司。三是外资保险公司纷纷进入，来

自美国、英国、法国及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保险公司，以成立分支机构、入股中资保险

公司和合资创办保险公司等方式打入中国保险市场，在过去五年中，其市场份额由 2010

年的 4.37% 上升到 2015 年的 4.80%。此外，一些上市公司也对设立保险公司抱有热情。

与此同时，大企业市场集中度有所下降。2015 年赫芬达尔指数 1 为 0.1207，比 2010

年下降了 0.0445，保险市场分类从低寡占Ⅰ型转为低寡占Ⅱ型，市场竞争力、活力有所增强。

二、创新能力有提升 三、市场活力有释放

  1.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简称赫芬达尔指数，是一种测量产业集中度的综合指数。它是指一个行业中各市场竞争主体所占

行业总收入或总资产百分比的平方和，用来计量市场份额的变化，即市场中厂商规模的离散度。

图 10 互联网保险发展情况

图 11 财产险公司市场份额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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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产险公司看，市场份额排名前

三 的 人 保 财 险、 平 安 财 险 和 太 保

财 险 2015 年 实 现 原 保 险 保 费 收 入

5390.90 亿元，占财产险行业的份

额为 64.00%，比 2010 年下降 2.45

个百分点（见图 11）。



2015 年中国保险发展指数报告2015 年中国保险发展指数报告
China Insurance Development Index 2015 China Insurance Development Index 201520 21

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较快，2015 年已成为继工业、批发和零售业、农林牧

渔业后第 4 大国民经济支柱行业。其中，保险业所占份额虽小，但这些年保险业的

发展壮大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协调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从总资产结构看，2015 年保险业总资产占金融业总资产份额比 2010

年提高了约 0.5 个百分点，保险业总资产与银行业之比提高了约 1 个百分点 ( 见图

13)。

四、金融结构有改善

五、服务大局有成效

1. 助推产业结构升级

2. 扩大社会就业渠道

3. 改善民生保障体系

4. 参与社会风险管理

五年来，我国产业升级步伐加快，初步形成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2015 年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50.5%，比 2010 年提高 6.3 个百分点。金融业对 GDP

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其增加值占 GDP 比重由 2010 年的 6.3% 提高到 2015 年的 8.5%。

其中，保险业兼具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征，贡献不可低估，

2014、2015 年保险业保费收入增速均保持在 17% 以上。

保险业作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行业，为稳定全社会就业也发挥了积极作用，2015 年末，

保险机构职工人数超过 100 万人，与 2010 年比，年均增加近 7 万人。此外，保险营销员

队伍迅速扩张，2015 年末，保险营销员超过 500 万人，2015 年当年保险营销员数量增加

了约 180 万人。

健康险税优政策的落地推动了该险种的持续快速增长，业务占比大幅提升，健康险原

保险保费收入占全行业业务原保费收入的比重，由 2010 年的 4.66% 升至 2015 年的 9.93%。

养老险相关政策的出台，给保险市场带来了新的需求，企业年金缴费与寿险原保险保费收

入之比明显上升，由 2010 年的 3.69:100，升至 2015 年的 6.60:100。

随着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与公众利益关系密切的环境污染责任、食品

安全责任、安全生产责任、产品责任和医疗责任等需求得到响应，责任险险种份额加大，

2015 年责任险原保险保费收入共计 301.85 亿元，占产险业务保费收入的比例为 3.78%，

比 2010 年提升 0.8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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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

 图 13 保险业总资产与银行业总资产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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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人身险公司市场份额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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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身险公司看，国寿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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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10383.33 亿 元， 占 人 身 险 行

业的份额为 65.47%，比 2010

年下降 18.33 个百分点（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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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初步搭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保险指标备选库，现有指标 60 余个。

随着保险统计制度的不断完善，数据来源的不断拓宽，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指标

备选库，并适时调整指标，确保指数能够科学、客观地反映保险发展现状与趋势。

我们将结合实际，不断充实和完善指标体系，每年定期发布指数测算结果，

重点监测“十三五”期间我国保险业发展趋势，反映保险业对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的贡献，记录我国由保险大国向保险强国转变的轨迹，为国家进行宏观决策

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十三五”时期监测规划

1. 适时调整指标

2. 每年定期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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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以下简称中保协）成立于 2001 年 2 月 23 日，是经中国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查同意并在国家民政部登记注册的中国保险业的全国性自律

组织，是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截至 2016 年 5 月 30 日，中保协共有

会员 365 家，其中：集团（控股）公司 11 家；财产保险公司 74 家；人身保险公司

75 家；再保险公司 9 家；资产管理公司 13 家；（其中保险公司 182 家，占全行业

的 98.88%）。专业保险经纪公司 50 家；专业保险公估公司 30 家；专业保险代理

公司 48 家；（其中保险中介机构 128 家）。地方保险协会（含中介协会）43 家；

保险相关机构 18 家。

中保协的宗旨是：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经济金融方针政策，遵守社会

道德风尚，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配合保险监管

部门督促会员自律，维护行业利益，促进行业发展，为会员提供服务，促进市场公开、

公平、公正，全面提高保险业服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中保协的基本职责为：自律、维权、服务、交流、宣传。 

中保协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大会。理事会是会员大会的执行机构。中保协实

行专职会长负责制，由专职会长负责协会日常工作，根据工作需要聘任秘书长和副

秘书长等工作人员。中保协通过每年度召开理事会的形式共同商讨协会的工作，下

设财产保险专业委员会、人身保险专业委员会、保险经纪专业委员会、保险公估专

业委员会、保险营销专业委员会、公司治理专业委员会、法律专业委员会、行业文

化与形象建设专业委员会、教育培训专业委员会、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统计专业

委员会、合规专业委员会、互联网保险专业委员会、地方协会专业委员会、反欺诈

专业委员会 15 个分支机构，各分支机构的日常工作由相应工作部承担。中保协还

通过定期召开全国协会系统会议，交流情况、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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