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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国际视角下如何看待中国保险业的发展？
中国保险业区域发展是否果真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态势？
如何看待中国保险业中长期的增长潜力？
2020年中国可能成为世界第几大保险市场？
中国保险监管改革包括哪些重要议题？
如何看待保险与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问题的关系？
在保险与市场经济、保险与金融综合经营、保险与医疗保障体系改革、保险与地震巨灾风险管理等领
域应当秉持怎样的基本理念？
如何对中国保险业传统发展模式进行反思？
“十二五”
时期中国保险业面临怎样的发展形势和重点问题？

《中国保险业发展研究》就上述问题展开系统的研究和讨论，得出了一系列新结论和新观点，具有很
高的学术研究和决策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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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伟，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副教授。
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CISSR）
秘书长，中国保险学会理事、亚太风险与保险学会常务理事、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访问学者、中央国家
机关政府采购中心保险项目评审专家、国家级精品课程&ldquo;保险学原理&rdquo;主讲人、中国保监
会首批部级课题主持人、国际学术期刊《日内瓦风险与保险期刊》和《亚太风险与保险期刊》编委。
　　主要教学与研究领域包括：保险学、人寿与健康保险、保险法、社会保险、中国保险业发展、国
际保险市场发展比较等。
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2部、合著7部、参著及合译著多部，曾应邀赴十几个国家
和地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发表演讲。
　　曾获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奖、北京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二等奖，国际保险学会（IIS）和日内瓦风险与保险经济学会（GA）年度最佳论文奖、北京大
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保险学会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等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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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6章　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反思和&ldquo;十二五&rdquo;展望　　二、保险业的双重角色和制度责
任　　（一）保险业的双重角色　　中国正处于一个经济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变革将带来更大的不
确定性和风险。
有风险，就提出了一个风险管理的问题。
风险管理有多种手段，但众所周知，保险是对风险进行管理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它就一定会完美地扮演&ldquo;风险管理者&rdquo;的正面角色，在
某些情况下，如果处理不好，它也可能制造新的风险，扮演&ldquo;风险制造者&rdquo;的负面角色。
例如，在保险市场出现系统性震荡或危机的情况下，那么，与原没有&ldquo;覆盖广泛的保险制
度&rdquo;的状态相比，因建立这样的制度而发生严重问题将带来可怕的&ldquo;乘数破坏效应&rdquo;
。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首先，从保险的本源目的来看，它是人们在灾难发生之时托付希望的一
种特别的制度安排。
因此，如果本来就没有它的话，人们可能会通过其他非正式互助手段进行风险管理；而如果存在保险
制度，人们可能就会将风险管理的希望托付给这个体系。
一旦他所依赖的这个体系发生危机，希望破灭的打击将是非常残酷的，它对公众心理和社会和谐的破
坏力将是巨大的。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保险体系的制度安全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其次，管理风险的保险机构不仅面临风险，而且由于其经营的特性，它所面临风险造成的危害可能是
非常大的。
因为保险公司可以说是一个风险聚集单位，如果一旦发生问题，后果必然非常严重。
这就如同一位大夫，他可以帮助病人诊断病情、可以为他们治病，但这并不是说大夫就不会得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由于大夫接触大量的病源，特别是传染病，如果缺乏有效的防范手段，大夫得病
的概率比一般人要高。
如果大夫得了病，一方面大量的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另一方面，他还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疾病传播
源。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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