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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和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蔓延，加上地缘政治危机 ，引发并加剧了全球

格局的动荡和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具有

根本性和不可逆的特征，“大变局”特征明显。 

就我国保险业而言，也面临着“大变局”问题。严格意义上讲，我国

保险业的大变局问题更多源自内在的动力，是行业发展阶段的一种必要和

必然；疫情和全球格局变化无疑也给了中国保险业的“变”赋予了新内涵

和新任务。中国保险业需要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思考和理解“变”，

即为什么变、变什么、怎么变。 

 

虚实结合谋变局 

在大变局的命题下，中国保险业要解决好虚、实两个层面的问题，通

过虚实结合，实现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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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虚”，是指行业的发展理论、理念和价值观问题，这是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因素。所谓“实”，是指行业需要在一些关键领

域进行战略性再思考和再布局，特别是要提高站位，融入大局，制定更加

切实可行的计划和方案，循序渐进地推动，确保行业能够在更好服务社会

的同时，实现自身持续健康发展。 

从“虚”的层面看，面对大变局，需要研究并构建中国特色保险理论。

就目前而言，行业的务虚问题，包括了宏观层面，即行业发展层面的基础

和根本问题；也包括中观层面，即经营管理层面的理论和理念问题。 

就行业发展层面的基础和根本问题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为了谁”

的问题，这是解决行业所有问题的“牛鼻子”。保险行业存在的基础逻辑

是通过专业化的风险管理，创造价值，服务社会和客户，是需要通过“成

人达己”的逻辑实现的。因此，面对大变局，中国保险业最大的理论要求

是讲政治，顾大局，提高觉悟和站位，真心真意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做到知行合一。 

就行业经营管理层面的理论要求而言，最重要的是要解决经营和价值

管理模式问题，即是基于“选择风险”还是基于“改善风险”；是基于“价

值转移”还是基于“价值创造”。“风险改善”和“价值创造”是一种基

于专业能力的“减量管理”模式，如何打造相应的专业能力，如何实现风

险减量，均需要理论的引领和支撑。同时，集合的模式和效率体现行业经

营的核心能力，基于科技赋能的制度创新，引入网络和平台经济模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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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性降低集合成本是行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同时，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

定义、规范和利用好相互保险制度，引入相互保险理念，突出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新相互保险。 

从“实”的层面看，要针对疫情和疫情防控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深刻变

化，重新思考保险职能和作用的发挥问题，围绕“六大”，即大社会、大

经济、大财富、大康养、大农业和大科技的视角，进行系统和整体思考，

全面和科学布局。所谓“大”，是要“跳出保险看保险”，解决好大格局、

视野、站位和范围问题。 

聚焦“六大” 

围绕“大社会” 

就“大社会”而言，要以推动和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统

领，强化保险的社会性和公共性特征，从社会治理，特别是社会风险治理

的难点和“痛点”入手，通过产品、服务和模式创新，提供全方位和全过

程的解决方案，发挥具有公共性特征的风险管理作用。一是全面导入“韧

性管理”理念，将保险作为韧性的重要组成和力量，以“韧性城市”建设

为依托，探索“韧性+”应急管理模式，打造“应而不急”的风险治理新模

式。二是将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特别是高危行业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作为强

制保险，并打造“保险+治理”的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全面提升安全生产管

理水平。三是按照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要求，认真总结前期实践经验，

对接政府民生保障普惠性资源，全面推广普及“防贫保险”，切实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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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四是全面和深入开展“新市民金融服务工程”，聚焦

新市民群体，围绕专业化和多元化，因地制宜地打造综合性和普惠型产品

和服务模式，切实解决困难和问题。五是要高度关注残疾人的保险保障问

题，突破传统保险“标准体”经营模式的局限，全面导入“人机交互”技

术，探索“保险+互助+公益（慈善）+科技+服务”的“五位一体”残疾

人保险解决方案。六是针对未成年人，特别是中小学生的意外伤害风险，

通过“专门保险 + 动态监控”，打造全天候和专门化的风险治理模式。 

围绕“大经济” 

就“大经济”而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保”和“稳”是我国经

济的两大关键字。保险业要在“六稳”和“六保”的基础上，以“有为政

府”为线索，发挥“有效市场”功能，在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领域，发挥

政府助手的作用。一是要发挥保险基于风险管理的增信作用，通过产品和

服务，综合治理并改善营商环境，为企业，特别为中小企业的转型发展保

驾护航。二是要从保险产品的提供者向全面风险管理的服务商转变，提供

全方位、全过程和有针对性的一揽子服务，为企业的稳中求进提供专门化

保障和服务。三是要针对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大趋势，切实解决出口企业，

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可能面临的困难，通过出口信用保险等产品，助力企

业的转型发展。四是在绿色发展的理念下，从保险服务和投资管理两个方

向，全面参与环境治理，助力实现“双碳”目标，一方面是将保险机制全

面融入污染防治、节能减排、生态治理领域，为新能源汽车提供更加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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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是将节能减排作为保险投资的一个重要价值取

向。五是要全面提升专业能力，特别是长期和权益类投资能力，更好地发

挥险资稳定资本市场的作用，保险业在推动长期投资市场的同时，受益长

期投资市场，实现良性互动和持续健康发展。 

围绕“大财富” 

就“大财富”而言，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中等收入人群将

成为我国未来财富管理服务的主要对象，如何为中等收入人群提供更有针

对性和更好的服务是保险业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一是要学习借鉴“惠民

保”的成果经验，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的低覆盖和低

保障问题，防止“因灾返贫”和住房信贷的系统性风险发生。二是要关注

基于大财富管理视角的“家族（庭）办公室”模式，以家庭健康管理为重

点，打造“专属医生”模式，突出专门和专业的个性化服务，使其成为我

国保险业服务居民家庭的一个重要形式，并实现对传统保险营销模式的迭

代升级。 

围绕“大康养” 

就“大康养”而言，首先，要抓住疫情推动健康管理理念普及和提升

的契机，进一步强化“我的健康我负责”的理念，依托产品、技术和服务

创新，全面推动手机和可穿戴设备的利用，实现个人健康信息的全面采集、

动态分析与专门管理；同时，以“数字生命”为依托，导入“AI 家庭医生”

技术，配合服务专员和医疗资源，提供个性化和定制化的服务，成为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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