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保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主题党建活动微党课第二十一讲

不忘初心，扭住责任

中国保险报刊发了我与中国保险报董事长赵健的对话文章，

对话的题目是“保险长远计，责任须先行”。

问：我读了你的《十谈建设保险责任文化》，富有哲理，深

入浅出；诗配漫画，别开生面。你将保险行业文化凝练成“责任”

二字，发人深思。为何你要把“责任”看作是保险行业文化的核

心价值理念？

答：保监会领导强调要加强保险文化建设，提高行业发展的

软实力，这是抓住了行业发展的“牛鼻子”。如果说，文化是人

的人格及其生态的状况反映，那么，保险文化则是保险人的人格

及其生态的状况反映。我认为，从建设保险文化入手促进保险行

业健康发展，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我们应从四个层面理解文化的概念。

第一是物态文化层面，指物质文明构成的结果。从保险文化

物态来看，如保险产品、保险活动、《中国保险报》等以物质结

晶形式表现出来的都可算作物态文化。

第二是制度文化层面，包括各种规范、制度等。



第三是行为文化层面，包括主动行为、习惯行为和潜意识行

为等。目前的理赔难和销售误导现象，也可看作是非主流保险行

为文化的表现。第四是心态文化层面，包括人的心理、思维模式

和价值观等。

文化是一种客观事实，无所谓好坏之分，不带任何价值判断，

我们必须承认文化的存在。保险文化也是一种客观事实，它包罗

万象，是人类保险活动所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无论是

保险物态文化、保险制度文化、保险行为文化，还是保险心态文

化，都可以用“责任文化”这个母概念来加以诠释。

此外，也可以更直观地来理解“责任是保险文化的核心价值

理念”。

一方面，保险秉持最大诚信原则，是“一纸承诺”的无形商

品，没有使用价值，只是对未来可能发生风险损失索赔的可兑现

期权；

另一方面，保险天然具有服务功能，不仅应体现在出险后的

赔付，还应体现在不出险时的风险防范、风险教育和风险规避。

因此，保险的核心是一套系统的承诺和服务所构成的责任。

问：按照你对文化的理解，保险责任文化是一种基础的客观

存在，也是保险行业的核心价值理念。那么责任文化是如何对保

险业的发展产生影响的？

答：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责任是社会分工的结

果。照此逻辑，保险是人类金融活动分工的结果，保险承担了金



融活动中风险保障的责任。

人和组织都不是万能的，选择分工、重视责任是人性趋利避

害的本能，分工与合作能够带来最大的效率，创造最大效益。

因此，从理论上讲，要创造最大的利益一定要承担最大的责

任。但在现实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往往产生了悖论，即手段和

目的出现异化。没有承担最大责任，当然也创造不了最大的效率

和利益。

过去 30 多年，中国保险业抓住战略机遇期超常规发展，大

多依靠外延扩张、争抢资源、拼夺数量、跑马圈地、规模至上、

保费冲动，路径粗放。

中国保险业过去 30 多年是在补课、补历史欠账。市场发育

太快，“萝卜快了不洗泥”，必然带来种种不协调。保险企业无暇

顾及取信于消费者认可的责任，因此创造最大的效率也无从谈起，

最大的利益更是无源之水。

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责任的缺失，让保险业

存在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

问：既然我们已清醒地认识到，保险业服务薄弱、形象欠佳

等诸多问题，都可以追溯到责任缺失这个病因，那么，我们应该

怎样发挥责任文化的积极作用，去引导和促进保险业的改革与发

展呢？

答：首先要明确改革要“改什么”。正如上述所言，从与消

费者签保单开始，意味着保险企业承担责任的开始，由于行业对



“责任”的基础认识不够，所以导致了行业发展不能发挥最大效

率，因此，改革首先便要回归到对责任的唤醒。

接下来要解决“怎么改”的问题。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要

求“加强保险监管体系顶层设计”，保险行业的改革同样也需要

“顶层设计”。这是因为，渐进式改革在解决旧问题时，会带来

新问题，最后会出现“旧改新不改，最后改回来”“好改的都改

了，难啃的被搁置起来”等尴尬困境，所以改革必须迈过从浅水

滩到深水区这道坎。

因此，在行业重拾责任文化之时，必须要将物态层面、制度

层面、行为层面，以及心态层面综合起来，不能“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要加快对行业的改革做出全局性的“顶层设计”，推

动保险行业不断往前走。

问：加强保险服务，履行保险责任，责任在保险公司，也在

保险监管。但作为保险市场主体，保险公司更应义不容辞，勇担

责任。你怎样看待“责任”在一家微观市场主体中发挥的作用？

答：作为企业创业者，我找不到任何一个比“责任”更确切

的词语来阐释公司创业的动力和源泉。

如果说企业责任指的是业务范围定位，是讲“做事”，那么

责任企业的本义则是承担责任，是讲“做人”。“责任”二字，

是企业差异化竞争最为珍贵的利器和软实力。

问：你在《人民日报》工作多年，曾参与策划了“中国质量

万里行”活动，由此萌生引入质量保证、责任保险机制的志向并



为之努力至今。现在你又在百忙中撰写“十谈”文章倡导保险责

任文化建设。《中国保险报》拟将你的“十谈”公开连载，并由

此启动“保险责任文化行”活动，对此你有何看法？

答：正如我愿。近年业内关于加强保险文化建设的呼声日趋

高涨，保监会领导特别强调保险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在历史的转

折点和一个新的发展机遇期，行业必须解决为什么做保险、怎样

做保险、扭转行业社会形象、解决从业人员价值取向和职业奋斗

的终极目标等问题。有鉴于此，我结合自己经验和感悟，专门撰

写“十谈”，希望能为保险文化建设建言献策。《中国保险报》

以此启动开展“保险责任文化行”活动，将会吸引更多关心保险

业健康发展的各界人士，为具有极大社会意义的中国保险责任文

化建设敏于思，成于行。果能如此，则善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