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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保险公司是经营风险的特殊企业，其经营不善导致破产会对社会经济和生活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诸多国家中保险保障基金制度已成为保险业危机防范和管理的补充手段，
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维护公众信心，防止退保风潮，以抑制系统性行业风险的发生和蔓延。
　　2004年底，中国保监会正式颁布《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并筹集和建立保险保障基金。
2007年5月底，首次动用超过16亿元的保险保障基金，及时有效处理了新华人寿股份公司的内部资本结
构问题。
2008年根据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和改革的要求，又修改和颁布新版《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
保险保障基金制度的建立是我国金融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和制度创新，它意味着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
“金融机构退市，国家财政兜底”体制在保险领域被率先冲破，它将保险市场上隐性的国家信用直接
转换为制度化的行业信用，在增进行业自律、降低政府等公共机构的救助支出成本和保护消费者利益
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
　　从世界各国的保险业实践经验看，虽然有的国家和地区（如英、美、日、加等国）建立了保险保
障基金制度，但也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实行保险保障基金制度。
在欧洲大陆，由于采用了卡特尔定价，很多国家没有保险保障基金，而德国、意大利等国只存在保护
交通事故受害者的保证基金，而没有针对保险业的保险保障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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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从保险行业和保险公司存在的风险入手，认为保险保障基金制度是解决保险行业和保险公司
风险的有力工具。
然后，立足保险保障基金制度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展开研究。
由于保险保障基金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而给保险公司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一直是该项制度受到质疑的
重要原因，因此，通过从道德风险对保险公司行为影响的角度分析得到保险保障基金并非越多越好，
而是存在一个最优规模。
此外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保险保障基金规模对保险业发展的影响，并构建关于保险保障基金最优规模的
理论模型。
为深入研究保险保障基金的最优规模，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状况和破产概率联系起来，基于各家保
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数据，估计总体分布，进而预测偿付能力充足率不足的可能性。
接下来分别选取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各15家公司作为样本，系统研究固定费率制和风险费率制下我国
产寿险公司和产寿险行业的保险保障基金规模以及产寿险公司保险保障基金提取规模的调整和积累路
径。
最后，结合上述保险保障基金最优规模的理论问题和我国保险业的实践，提出了保险保障基金最优规
模调整的原则和基础以及保险监管、产业政策、法律制度和保险保障基金制度等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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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投保人的逆选择心理、购买保险后产生的疏忽心理以及为了不当牟利产生的
骗保行为给保险公司带来损失的风险。
道德风险在第一节已经详细叙说，故在此不再赘述。
　　2.产品设计定价风险　　产品设计定价风险是指在保险产品设计过程中，对影响因素定位不当导
致产品的设计或者定价不合理进而影响保险公司正常经营的风险。
　　保险公司产品设计、定价和风险管理时最关键的因素是利率。
如果将预定利率定得过高，而又缺乏适当的资金运用渠道和分配方法，资金回报率低，那么必然产生
利差损；如果预定利率过低，保险产品缺乏竞争力，则难以吸收更多的保单。
不仅如此，理性的投保人还可以根据利率的变化选择合适的投保时间，在利率下降时增加投保，利率
上升时减少保险产品的购买，使得保险公司的业务稳定性降低。
另外，预定死亡率、费用率假设不当，会直接影响保险公司的收支平衡的假定，也会大大增加保险公
司的经营风险。
　　3.投资风险　　投资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以及其他可能导致投资失败的因素。
投资风险在第一节已经详细叙说，故在此不再赘述。
　　需要指出的是，过度单一或过度追求收益或与自身资产管理能力不相称的不合理的投资结构存在
隐患，将带来一定风险。
表l一13是中国人寿历年投资资产结构及收益情况。
从表1一13中可以看出，2004年以后，随着保险资金运用政策的逐步开放，中国人寿的投资结构逐步多
元化，银行存款在投资资产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由2004年的47.9％下降到2007年的19.8％；而股权投
资显著增加，由2004年的4.6％上升到2007年的22.9％。
这样的投资结构显然对我们的投资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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