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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济世责任

中国保险报向我约稿，我写了十谈建设保险责任文化的一组

文章，七谈建设保险责任文化的题目是“干全局事，操万世心”。

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十一五”期间，中国保险业实现了长足发展。未来 5年乃至 1

0 年，中国保险业发展将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获得一个更为广

阔的发展平台。

从全局和战略思维的角度来看，这既意味着中国保险业加快

发展的“战略回旋”空间扩大，战略发展前景值得期待；同时，

也意味着持续发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进一步扩大。

未来 5 年，中国将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中国经济总量将稳

居世界第二位，人均 GDP 将超过 5000 美元。这一阶段，按照李

克强总理的说法，“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

要阶段，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

这一阶段过渡要比从低收入过渡到中等收入更难。经济学早

就证明“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增长并不必然进步。

从世界范围看，一个国家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从中等收入进入



中上等收入或高收入阶段，成为发达国家，反而容易面临“中等

收入陷阱”风险，出现“发展悖论”，产生“发展烦恼”、“发展

痛苦”甚至“发展失败”等一系列上下“翻跟头”的问题，包括

难以实现增长方式转型，自身无法解决社会经济发展日益凸显的

深层矛盾，长期积累的问题连环爆发，贫富加剧，社会动荡，道

德沦丧，信仰缺失等等，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早在上个世纪 6

0 年代就已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迄今人均 GDP 仍在 5000 美元

上下徘徊，“陷阱”于中等收入阶段居然已长达半个多世纪，目

前仍看不到走出泥潭的曙光。这些不能不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

在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推动下，中国保险业仍将保持持续发

展的势头。不过，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在国际

上仍处于一个中低水平，或者叫初级阶段，尽管过去 10 年的年

复合增长率达到 27.3%，远高于 GDP 的增长，中国保险业已成为

全球第六大保险市场，亚洲第一大保险市场，但我们这两年的年

保费收入只是比意大利稍高一点，远比不上美、英、法、德等发

达国家，保险密度、保险深度都过低，人均保费不到 200 美元，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5，和印度差不多，保费占 GDP 的比重不

到 4%，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 1/2，印度还要比我们高出一个百分

点。中国保险赔偿占灾害损失不到 5%，而全球平均水平超过 30%。

中国目前人口总数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世界第二，贸易总额

和制造业总产值都超过美国(过去的“世界老二”,日本、德国以

及前苏联的贸易总额和制造业总产值从未超美国)，但保险的地



位却不能与之匹配和相称。所有的数据都表明，中国已是保险大

国，但远不是保险强国。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人均 GDP 从 5000 增长到 1 万美元

这个阶段，往往是保险业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居民的消

费更多从衣食住行等有形商品转向安全保障、养老医疗、教育娱

乐等无形商品，保险需求会出现大幅增长，保险业的发展速度将

明显高于 GDP 的增长速度。

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中国保险业长期存在的一些深层次

的矛盾和问题，包括保监会领导说的，“行业社会形象亟待改善，

行业发展方式急需转型，保险人才队伍素质不高，保险业发展的

外部环境需要进一步改善”等，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保险业在参

与构建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合理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有效的

社会矛盾疏导机制、健康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完善的社会预警机制

等方面作用的充分发挥，对于中国保险业能否长期高效地服务于

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巨型国家进行经济社会转型和战略调整，

助其平稳安全渡过社会矛盾凸显期和社会风险高发期构成了极

大的挑战。

因此，天天干全局事，处处操万世心，就不能不是中国保险

责任文化建设的一个永恒主题。

中国保险报配发了一幅胸怀全球的形象漫画。

我为这幅画写了一首诗：“深虑全局思，善谋万代知。登高

能致远，识时方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