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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人口、资源与环境矛盾的日益加深以及人类自身矛盾的日趋复杂，人类已进入全球风险时代
。
各种灾害事故频繁发生，防不胜防，人口贫困、气候变暖、能源稀缺、金融动荡以及公共恶性安全事
件等更是挥之不去。
如何全方位、高效率地保障自身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当今时代人们普遍关注的课题。
　　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担负着损失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的功能，是最有效的
市场化风险管理手段。
几十年来，中国保险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地位还偏低，距离公众的期待更是
有不小的差距。
今天，置身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保险业面临的风险来源更多、传递更快、破坏力更大，保
险与外部环境的联动进一步密切，保险市场的边界被大幅度拓宽。
这不仅对保险市场系统功能和运行机理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金融综合经营趋势下
各产业相互渗透和有机联动的外部结果。
当我们试图深入剖析保险发展的内在规律以便为其存在的问题找寻根源时，我们发现，除了保险公司
本身的服务理念、经营体制和产品结构等微观层面值得重新审视与推敲外，影响保险发展的宏观环境
和政策因素更需要研究与考察，因为宏观环境是保险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离开宏观环境保险就成了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单纯就保险而论保险，既然难以揭示保险与环境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关系，也就难
以挖掘保险发展本身的规律性。
我们需要借助一个崭新的视角，站在一个更加宏观、更加全局的高度来探寻中国保险业强盛之路。
这正是本书写作的出发点，也是希望有所建树和突破的地方。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保险业宏观环境与政策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对中国保险业的宏观环境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深刻揭示了保险与环境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关
系，分别论述了自然和技术、人口和社会、经济和金融、政治和法律、税收和监管环境及相关政策，
本书并非就保险而论保险，而是从影响保险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政策因素入手，挖掘保险发展的内在
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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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前保险评级的重要作用在我国远未发挥，保监会应切实做好这项工作。
　　首先，要引导公众对保险评级的正确认识，树立理性的评级观念，无论偿付能力强还是弱、暂时
还是长远，保险公司都应该参加评级，因为没有人会和一个财务状况不明的保险公司进行交易，投保
人更需要依赖评级机构给出的评级结果做出投保决策。
　　其次，要大力发展专业保险信用评级机构，评级机构在数量上应有所增加，在业务领域上应加以
拓展，要提高其权威性和中立性，定期出台中国保险业信用评级报告，一旦有保险重大事件如巨灾风
险或财务丑闻发生时，要能够迅速调整相应保险公司的评级，通过信用评级的变化及时预测保险公司
的偿付能力问题。
　　最后，监管部门要根据保险评级的变化及早采取应对措施，如对评级低的保险公司限制其新业务
的开展、限制资金运用范围等，让保险评级成为政府监管以外的市场监督机制，成为保险监管的“第
三只眼睛”，最大限度地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3.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
目前我国的保险监管还流于主观性和经验性，应尽快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保险风险评价和预警系
统，对保险公司实行持续、有效的风险监测，根据监测和分析结果及时发出预警信号，采取纠正措施
，逐步实现从以业务规模为基础的静态监管向以风险为基础的动态监管转变，从结果性的事后监管向
过程性的事前、事中监管转变，使保险监管真正发挥防患未然的作用，而不只是扮演“事后诸葛”、
“救火队”的角色。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保险业宏观环境与政策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