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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展望  | 背景介绍

2019年2月18日，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规划纲要》1（“规划纲要”）。这

项宏大的计划覆盖广东省九个城市及两个

特别行政区，旨在建成世界一流的宜居宜

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作为中国开放程度

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大湾区

在开启及引领经济和社会增长新阶段中发

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除了致力实现中国

建设世界领先的城市群之外，规划纲要还

将凭借香港和澳门这两个自由贸易经济体

营造的竞争优势，推动大湾区积极参与共

建“一带一路”。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银保监会”）、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

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银发

〔2020〕95号）》（“意见”），旨在落实

规划纲要要求，进一步推进金融开放创

新，深化内地与港澳金融合作，加大金融

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力度。意见提出

多项举措推动港澳保险业扩大在大湾区

内地市场的业务，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

是在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协议框架

下促进大湾区金融一体化。具体措施包

括支持香港、澳门保险业在大湾区内地

设立服务中心，以提供续保、保单服务和

理赔等售后服务从而提升客户体验和效

益2；鼓励开展跨境人民币保险和再保险

业务，激励保险机构联合发展，以及评估

建立创新保险产品交易平台的可能性。

随后的“大湾区保险市场分析”部分将对

此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驱动力，大湾区

人口超过8,600万，2021年经济总量达到

约12.6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全国GDP总
值的11%）。大湾区为保险业带来诸多机

遇。与此同时，客户对保险公司有何期

待？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数字化进程

加速，不仅改变了商业格局，许多行业的

客户行为也发生了改变。

为更好地了解大湾区客户对跨境保险产品

和服务的偏好与态度，中银人寿和德勤中

国在2022年上半年联合开展了一项调研，

全国逾1,000名受访者参与本次调研。调

研结果显示不同地区客户行为存在差异，

保险公司应针对不同城市采取个性化方

案以满足客户需求。

本白皮书对调研结果进行分析，主要围绕

两大方面：首先是“大湾区客户行为深度

分析”，呈现出大湾区内地客户和香港客

户的行为差异；其次是“不同年龄群体的

服务机遇”，探析不同年龄段客户的行为

差异。

背景介绍

1 资料来源：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2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

https://www.bayarea.gov.hk/filemanager/tc/share/pdf/Outline_Development_Plan.pdf
http://www.cnbayarea.org.cn/policy/policy%20release/policies/content/post_258474.html


粤港澳大湾区展望  | 主要调研发现

大湾区内地客户与香港客户在需求上的一个主要区别：大湾区内地客户普遍更容易接受数字化渠道，而香港客户

仍偏好与保险代理联系。有意在大湾区开展业务的保险公司，应考虑尽量提供更多的数字化接触点来服务大湾区

客户。

面向大湾区客户，保险公司不能采取“一刀切”的解决方案。全渠道服务、产品宣传和无缝体验是我们从调研结果

中提取的主要关键词。后文将深入分析客户的行为和需求，全面洞悉大湾区保险业的未来发展动向。

年龄影响着产品需求偏好和客户互动渠道选择：熟龄客户群体倾向于购买符合自身人生阶段需求的保险产品，总

体上亦多偏向选择传统的互动渠道，而年轻一代则展现出完全相反的需求和行为。除传统保险保障外，小额保险

等创新型保险产品可能成为保险公司渗透大湾区市场和应对大湾区独特的保障缺口的潜在方向。

主要调研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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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展望  | 关于调研

大湾区人口超过8,600万，2021年在全国

GDP总值中的贡献率约为11%。大湾区广

东省九个城市及两个特别行政区各具特

征，保险公司需要采取因地制宜的方法来

吸引各城市的客户。

本次调研共收到来自大湾区城市和非大

湾区城市的1,163位受访者反馈，其中

60%来自大湾区城市（包括香港、广州、

深圳、佛山、澳门），11%来自华东，9%来

自华北，20%来自其他地区。超过80%的

受访者年龄在25岁至44岁之间。

在透露年收入的受访者中，超过78%的受

访者年均收入介于50,001元至500,000
元人民币之间，其中约41%在200,001元
至500,000元人民币之间。

本调研包含三部分内容。首先了解受访者

的保险购买行为，包括是否已投保及偏好

的渠道，其次询问受访者对购买保险及

理赔过程的满意度。最后，调研也探讨受

访者对于在香港和澳门购买跨境保险产

品的兴趣和考量因素，包括可能选择的保

险公司类型以及对产品和服务的期望。

中央政府在大湾区规划中，提到的四个“中

心城市”各有不同的发展重点（见图1）。

关于调研

图1：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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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展望  | 大湾区保险市场分析

在未购买保险的大湾区客户中，超过60%的主要担忧是对产品和法规不熟悉。为抢占这一缺口，保险公司可通过有效的市场定位

以成为客户的首选品牌。为此，保险公司可考虑开展营销活动提升产品知名度，并推出根据大湾区客户需求和地域特征量身打造

的保险产品。举例而言，针对年轻的潜在客户，他们一般对购买保险的意识和紧迫感相对较低，保险公司可将健康与美好生活的

概念融入营销活动，并利用软销售的方式在线上进行推广。

弥补保障缺口的机遇

调研显示，尽管在大湾区中心城市（广州、深圳和香港）的保险渗透率较高（75%受访者表示有买保险），但保险行业在大湾区节点

城市仍处于初始发展阶段，渗透率不足10%。这一趋势表明保险公司正面对弥补缺口的重大机遇。

大湾区保险市场分析

图2：未购买保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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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展望  | 大湾区保险市场分析

抓牢大湾区保险业支持政策的机遇

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支持推动了

大湾区保险业的发展。2020年，银保监会

首次提到了“跨境保险通”计划以促进跨

境保险交易和服务。该计划期望简化跨境

保险流程，允许内地客户在大湾区城市针

对所购保险产品结算保费和处理理赔。

相关举措旨在进一步加强香港作为区域

保险中心的地位，并吸引更多跨国、地区

性和本地的保险公司在香港开展及/或扩

张业务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此

外，“跨境保险通”将允许保险公司在大

湾区内地城市设立售后服务中心，并鼓励

保险公司扩大在大湾区内各城市的客户

群并提供更好的客户服务。

虽然实施细节尚未完全披露，但监管机

构重申“跨境保险通”的实施将为保险市

场带来中长期结构性变革。

图3：“跨境保险通”的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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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保监会开始探索针对保险产品的跨境监管“沙盒”

 • 政府正在积极探索如何建立“跨境保险通”，并将效仿股票通的方式，同时在CEPA安排内寻求帮助香港保

险公司扩大在内地服务范围的方法

 • “跨境理财通”将以闭环方式运作

香港保险业监管局（“保监局”）与大湾区监管机构联合开发跨境医疗险和车险产品

 • 保监局正与广东、深圳和澳门的监管机构联合开发跨境保险方案

 • 鉴于新冠疫情影响，政府鼓励开发“互联网+”医疗服务，推动将互联网医疗机构纳入国家医保基金

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保险业在大湾区设立售后服务中心

 • 2020年底，中央政府宣布支持香港保险业在大湾区内地城市设立售后服务中心

 •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强化了通过数字化方式收集个人信息的政策，以适应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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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4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