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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保险公司发展面临城市“空心化”问题研究

——基于安徽省保险市场数据的分析

夏丽

【摘 要】：中国保险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大中心城市

纷纷成为各家保险公司的必争之地。但在各大中心城市中除了个别实力雄厚、专业度比较好的省会型中支本部业务

发展良好外，其他公司本部发展的都不是特别良好，省会型城市保险业的发展速度不如地级城市保险业发展的那么

迅速，与省会型城市高速的 GDP 增长不协调。本文在阐述安徽省保险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基于 2006 年至 2010 年

安徽各市保险险种的数据，并结合 2006 年至 2010 年安徽各市 GDP 状况，分析省会型城市保险公司发展所存在的空

心化问题，找出这些问题出现可能的原因，并提出一些可采取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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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三大金融支柱，近些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地方经济带来了良性发展，为整个社会的和谐带来了

保障。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今天，保险公司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多，作为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省会型城市成为各家保险

公司的重要基地。然而，省会型城市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却不能像其他地级城市一样快速发展，保费收入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

甚至有的公司的业务和人力均出现负增长。如 2010 年一季度以来合肥市太平洋寿险合肥中心支公司共实现保费收入 9286.2 亿

元，其中新保个人营销仅 193.5 万，月均不足 25 万元，在全省太保系统的排名为后三位，个险发展遭受巨大困难。

一、问题的提出

（一）安徽省保险业发展现状

随着安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经济重点从东部沿海向西部转移，安徽保险市场也在进一步扩大，全省保险机构数量显著

增加。截止 2010 年底，全省共有保险公司 42家（产险 21 家、寿险 20 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 82家，其中保险法人代理机构

39家，保险经纪法人机构 18家，保险公估法人机构 25 家；全省共有兼业代理机构 4252 家。保险服务网点的增多，进一步提高

了安徽省保险业服务水平，同时也加剧了竞争，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二）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

保险业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在经济获得稳步

增长的基础上，又带动了保险业的发展。总之，保险业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互动关系。

一般情况下，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用于购买各种商品的可支配收入随之增加，必然会引致大量的

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而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发展，因此，行业规模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壮大，相反，也会随着经济的衰

退而逐渐萎缩。然而，保险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剂”，社会进步的“调节器”，与其他行业存在显著差异，保险业发展速度

与经济增长速度不一定存在正的相关关系，当经济繁荣时，保险业不一定会随之快速发展；当经济不景气时，保险业反而会快

速发展，保险行业呈现一种反经济周期的发展趋势，这就是接下来要研究的保险“空心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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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分析

（一）变量的选取

本文以安徽省省会城市合肥以及淮北、亳州、宿州、蚌埠等 16个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要想研究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

间的关系，这就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发展的问题；二是保险业发展的问题。因此，本文最终选取 2006 年至 2010 年

以上各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考察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选取 2006 年至 2010 年以上各城市的保费收入（PI）作为考

察保险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保费收入由财产险与人身险的加总简化得出的。文中采用的基础数据来源于 2006 年至 2010 年

《安徽统计年鉴》、《安徽保险信息》以及安徽保监局网站。

（二）数据的处理

要考察经济发展对保险业的影响，本文在数据处理上计算了各城市 5年内 GDP 和 PI 的增长率，从而 5年的数据处理后变成

4年，最后将 4 年各城市的保费收入增长率分别除以 GDP 增长率（图 1），再结合它们的折线图（表 1）以及柱形图（表 2），

可以直观地看出保费收入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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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果的分析

本文选取安徽省合肥市以及其他 16 个地级城市 2006 年至 2010 年保费收入以及 GDP 的 170 个样本数据，对安徽省保险业是

否存在“空心化”问题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显示：（1）保险业的保费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发

展水平越高，保费收入越多；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保费收入越少。（2）初步显示了保费收入的增长速度与 GDP 的增长速度并不

是同步的，并且保费收入增长率的振幅要远远大于 GDP 增长率的振幅。（3）保险业可以对经济周期性波动产生一种内在的调节

机制，即反经济周期性波动机制：当经济出现繁荣时，保费收入的增速会逐渐减慢，保险业发展速度变缓；当经济出现衰退时，

保费收入的增速会逐渐增快，保险业发展速度变快，也即所谓的“空心化”现象。

从上表 1 中，可以看出合肥的保险公司在 2007 年至 2010 年保费收入增长率/GDP 增长率的比值普遍低于其他 16 个地级城市

的比值，再结合表 2，可以观察到合肥在 2007 年至 2010 年 4 年的比值总和明显低于其他地级城市。

合肥市 2006 年至 2010 年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的增长速度都是处于较低水平，相比 2006 年至 2010 年合肥市 GDP 处于全省第

一的增长速度，合肥市保费收入的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不相匹配，特别指出的是 2009 年合肥市保费增长速度 13.95%，

除高于蚌埠市 10.36%的增长率，马鞍山市 9.60%的增长率外，低于所有的其他地级城市。

三、“空心化”的原因分析

（一）行业规范性不够，极大的影响了业务的发展

保险行业规范性不够，挖墙脚，跳槽等影响行业发展的现象普遍存在，严重阻碍了公司业务的发展。如中国太平洋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心支公司，太保合肥中支下辖个、银、团、续四个业务条线，在 2006 年以前这四个业务条线在全省一直

名列前茅，尤其是个险在全省赫赫有名，进入 2007 年以后个险业务遭受同业大面积挖角以后，很多同仁被同行业短暂的利益所

驱动，从团队的上层领导和一线的管理者到员工都纷纷跳槽，到了同业以后又反过来到原团队挖墙脚，从而给整个团队的发展

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公司业务发展遭遇困难以后，业务员心态消极，思想波动很大，士气低下，增员和做业务意愿不强，没有

业务，从而没有收入，业务员积极性受挫，最终离开团队，这样进一步阻碍了公司业务的发展。

（二）产品结构不合理，创新能力不强

作为省会型城市这样发展好的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对较高，对于保险产品需求的品种相对较多，对于新型保险产品的

需求比较强烈，对于产品的创新要求相对较高，而目前险种不合理、产品创新能力不强是一个严峻的事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1）险种结构不合理、创新相对较慢，市场有效供给不足，不能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2）保险企业自主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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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限，产品相似度很高，复制现象严重，难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3）绩效标准不合理，对新险种缺少扶植。我国保险

公司以保费收入作为绩效指标，导致只重视收入不注意效益。新险种保费收入在推广初期必然有限，而业务人员不愿将精力放

在新险种的推广上，使得新险种得不到有效的扶植。

（三）城区就业渠道广，极大的影响到了人员发展

合肥市目前的保险业由于前期一些误导和欺骗行为，再加上在前期一些不规范业务导致理赔难的问题，让市民对整个保险

业有很大意见，保险销售人员的声誉和社会地位都很低，甚至很多人看不起保险销售人员，一些小区明示“保险推销请勿入内”。

销售的艰难，让高薪诱惑和职业前景刺激的耐心逐渐被消耗，渐至于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再加城区就业渠道特别广，很多人

宁愿选择其他行业，不愿选择保险。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导致合肥市保险业发展速度缓慢，这些因素均是城市“空心化”问题

的症结所在。

（四）团队缺少人才，竞争能力不强

省会型城市居民的综合素质高，保险意识很强，投资渠道很广，因此保险要想做大做强，必须要有一支专业性很强的团队，

要想拥有专业性的团队，就必须拥有一批专业技术和管理能力特别的人才队伍，有了队伍，还得有能人会管理。而合肥部分保

险公司的个别部门和县机构还没有负责人，一支队伍没有首领，就等于失去了灵魂，更不要谈竞争力，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

因一方面是业务没有发展起来，另一方面是公司还没有高薪聘才的机制和土壤，人才就不愿意加盟。

鉴于以上几种因素，作为安徽省会型城市的保险公司都应该加快改革发展的步伐，立足根本、改善体制、引进人才、创新

思路，寻求突破，让中心城市空心化的问题从此消失，要想做到保险公司都能又好又快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

四、完善我国保险业相关的对策

（一）完善保险公司治理结构

1.加强制度建设，强化董事会职能，按照《公司法》和《保险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完善相关措施，为保险公司治理结

构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法律环境。2.完善治理结构监督，强化落实、严格执行。将保险公司治理结构监管机构的日常工作。组

织专门的小组，定期对公司的章程、议事规则、公议的决议等方面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强化制度的执行，督促运行。3.加强

管理人员教育和培训。定期对董事及其他管理层人员进行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增加履行职责的能力，提升认识发

展形势的能力。

（二）完善产品结构合理性，提升产品创新能力

1.做好保险市场的调研工作，了解市场需求。只有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才有市场，只有了解市场的需求动向，才能开发出

相应的产品。2.建立产品创新机制。3.健全保险市场监管模式和制度，创造公平竞争、公正合理的市场环境。保险监管部门要

为新产品的开发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针对保险产品易复制，易被模仿的特点，保险监管部门应组

织专门的力量对创新产品保护机制进行研究，在行政法规许可的前提下，寻求产品保护和成果共享的平衡点。

（三）以人为本，建立机制切实考虑员工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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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有效的经济激励机制。良好的经济激励机制，既能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又是留住人才的重要保证。2.完善选人用人

制度。保险企业要“知人善任”，尽可能的减少由人为因素而引起的人才流失。3.提高员工的精神待遇。企业管理者只有明白

精神待遇的重要意义，才能把握员工的全面需求。

（四）提高公司人员的素质，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1.加强对保险从业人员的在职教育。要大力鼓励保险从业人员通过自考，函授等社会考试继续深造，不断提高理论知识和

专业素质；其次要对从业人员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训，通过组织保险人员从业资格考试等。2.吸收高素质的人才从事保险工

作。目前因为保险人员的社会形象、待遇等问题，加之省会型城市的就业渠道广，这些人员不愿意进入保险公司从事保险工作，

要提高保险从业人员的待遇，提高人员的准入门槛，使省会型保险公司人员尽可能全部具备本科以上学历。真正实现“保险人

员懂保险，保险人员精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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