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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保险本意是稳妥可靠保障；后延伸成一种保障机制，是用来规划人生财务的一种工具，是市

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是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的支柱。

  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

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

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保险行业前景展望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共十三章 。

首先介绍了保险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保险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保险行业市场运行的

现状，然后介绍了保险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保险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

分析了保险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保险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保险行

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

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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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背景

（三）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问题

（四）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阻力

二、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分析

（一）养老保险基金的现状分析

（二）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总额

（三）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结构

（四）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

三、国外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经验借鉴

（一）美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概况

（二）智利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概况

（三）加拿大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概况

（四）新加坡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概况

（五）国外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经验启示

第三节 养老保险基金监管问题分析

一、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现状

（一）法规体系建设情况

（二）组织结构发展状况

（三）监管流程设计情况

二、养老保险基金监管问题分析

（一）养老保险基金监管存在的问题

（二）养老保险基金监管问题的成因

三、国外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经验借鉴

（一）美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情况

（二）德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情况



（三）国外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启示

 

第八章 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状况分析

第.一节 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状况分析

一、商业健康保险的相关概述

（一）商业健康保险的含义

（二）商业健康保险的分类

（三）商业健康保险的作用

二、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状况

（一）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历程

（二）商业健康保险的角色定位

（三）商业健康保险的经营主体

（四）商业健康保险的业务模式

（五）商业健康保险的市场规模

（六）商业健康保险的产品供给

（七）商业健康保险的竞争格局

三、商业健康保险需求影响因素

（一）居民收入水平

（二）社会医疗保障情况

（三）医疗费用负担情况

（四）居民风险和保险意识

（五）老年人负担

（六）医疗费用负担情况

四、商业健康保险主要产品形态

（一）疾病保险主要产品形态

（二）医疗保险主要产品形态

（三）护理保险主要产品形态

（四）失能保险主要产品形态

五、商业健康保险税收政策的状况

（一）商业健康保险税收政策的概况

（二）商业健康保险经营的税收政策

（三）商业健康保险购买的税收政策



第二节 商业健康保险风险因素分析

一、疾病保险风险因素分析

（一）疾病保险纯粹风险

（二）疾病保险设计风险

（三）疾病保险引致风险

（四）疾病保险关联风险

（五）疾病保险风险案例

二、医疗保险风险因素分析

（一）医疗保险纯粹风险

（二）医疗保险设计风险

（三）医疗保险引致风险

（四）医疗保险关联风险

（五）医疗保险风险案例

三、护理保险风险因素分析

（一）护理保险纯粹风险

（二）护理保险设计风险

（三）护理保险引致风险

（四）护理保险关联风险

第三节 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国际经验

一、美国的商业健康保险分析

（一）美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特点

（二）美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经验

二、德国的商业健康保险分析

（一）德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特点

（二）德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经验

三、英国的商业健康保险分析

（一）英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特点

（二）英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经验

 

第九章 保险公司制度变迁历程与现状

第.一节 中国保险公司制度变迁的历程

一、中国保险公司制度变迁的动因



（一）中国保险公司制度变迁供给

（二）中国保险公司制度变迁需求

（三）中国保险公司制度变迁博弈

（四）中国保险公司制度均衡分析

二、中国保险公司制度变迁方式与过程

（一）中国保险公司制度变迁方式

（二）中国保险公司制度变迁过程

三、中国保险公司制度变迁的历程

（一）建国前的阶段

（二）恢复发展和改造阶段

（三）停滞阶段

（四）改革开放后的恢复阶段

（五）快速变迁阶段

（六）入世后的阶段

四、中国保险公司制度变迁的现状

（一）中国保险公司制度变迁的特点

（二）中国保险公司内部制度的现状

（三）中国保险公司外部制度的现状

第二节 国外保险公司制度借鉴及启示

一、国外的保险法制

（一）美国的保险法制

（二）英国的保险法制

（三）德国的保险法制

（四）亚洲国家的保险法制

二、国外保险监管模式

（一）美国的保险监管模式

（二）英国的保险监管模式

（三）德国的保险监管模式

（四）日本的保险监管模式

三、国外保险监管内容

（一）偿付能力监管

（二）治理结构监管



（三）市场行为监管

四、国外保险公司的内部治理制度

（一）美英保险公司内部治理

（二）德日保险公司内部治理

五、对中国保险公司制度变迁的借鉴

 

第十章 中国保险行业的区域市场分析

第.一节 华北地区保险市场分析

一、北京市保险行业市场分析

（一）北京市常住人口及构成分析

（二）北京市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

（三）北京市原保险保费收入分析

（四）北京市原保险赔付支出分析

（五）北京市财产保险的收支情况

（六）北京市人身保险的收支情况

二、河北省保险行业市场分析

（一）河北省常住人口及构成分析

（二）河北省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

（三）河北省原保险保费收入分析

（四）河北省原保险赔付支出分析

（五）河北省财产保险的收支情况

（六）河北省人身保险的收支情况

三、山西省保险行业市场分析

（一）山西省常住人口及构成分析

（二）山西省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

（三）山西省原保险保费收入分析

（四）山西省原保险赔付支出分析

（五）山西省财产保险的收支情况

（六）山西省人身保险的收支情况

第二节 东北地区保险市场分析

一、辽宁省保险行业市场分析

（一）辽宁省常住人口及构成分析



（二）辽宁省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

（三）辽宁省原保险保费收入分析

（四）辽宁省原保险赔付支出分析

（五）辽宁省财产保险的收支情况

（六）辽宁省人身保险的收支情况

二、黑龙江保险行业市场分析

（一）黑龙江常住人口及构成分析

（二）黑龙江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

（三）黑龙江原保险保费收入分析

（四）黑龙江原保险赔付支出分析

（五）黑龙江财产保险的收支情况

（六）黑龙江人身保险的收支情况

第三节 华东地区保险市场分析

一、江苏省保险行业市场分析

（一）江苏省常住人口及构成分析

（二）江苏省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

（三）江苏省原保险保费收入分析

（四）江苏省原保险赔付支出分析

（五）江苏省财产保险的收支情况

（六）江苏省人身保险的收支情况

二、山东省保险行业市场分析

（一）山东省常住人口及构成分析

（二）山东省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

（三）山东省原保险保费收入分析

（四）山东省原保险赔付支出分析

（五）山东省财产保险的收支情况

（六）山东省人身保险的收支情况

三、浙江省保险行业市场分析

（一）浙江省常住人口及构成分析

（二）浙江省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

（三）浙江省原保险保费收入分析

（四）浙江省原保险赔付支出分析



（五）浙江省财产保险的收支情况

（六）浙江省人身保险的收支情况

四、上海市保险行业市场分析

（一）上海市常住人口及构成分析

（二）上海市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

（三）上海市原保险保费收入分析

（四）上海市原保险赔付支出分析

（五）上海市财产保险的收支情况

（六）上海市人身保险的收支情况

五、安徽省保险行业市场分析

（一）安徽省常住人口及构成分析

（二）安徽省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

（三）安徽省原保险保费收入分析

（四）安徽省原保险赔付支出分析

（五）安徽省财产保险的收支情况

（六）安徽省人身保险的收支情况

第四节 中南地区保险市场分析

一、广东省保险行业市场分析

（一）广东省常住人口及构成分析

（二）广东省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

（三）广东省原保险保费收入分析

（四）广东省原保险赔付支出分析

（五）广东省财产保险的收支情况

（六）广东省人身保险的收支情况

二、河南省保险行业市场分析

（一）河南省常住人口及构成分析

（二）河南省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

（三）河南省原保险保费收入分析

（四）河南省原保险赔付支出分析

（五）河南省财产保险的收支情况

（六）河南省人身保险的收支情况

三、湖北省保险行业市场分析



（一）湖北省常住人口及构成分析

（二）湖北省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

（三）湖北省原保险保费收入分析

（四）湖北省原保险赔付支出分析

（五）湖北省财产保险的收支情况

（六）湖北省人身保险的收支情况

四、湖南省保险行业市场分析

（一）湖南省常住人口及构成分析

（二）湖南省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

（三）湖南省原保险保费收入分析

（四）湖南省原保险赔付支出分析

（五）湖南省财产保险的收支情况

（六）湖南省人身保险的收支情况

第五节 西南地区保险市场分析

一、四川省保险行业市场分析

（一）四川省常住人口及构成分析

（二）四川省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

（三）四川省原保险保费收入分析

（四）四川省原保险赔付支出分析

（五）四川省财产保险的收支情况

（六）四川省人身保险的收支情况

二、重庆市保险行业市场分析

（一）重庆市常住人口及构成分析

（二）重庆市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

（三）重庆市原保险保费收入分析

（四）重庆市原保险赔付支出分析

（五）重庆市财产保险的收支情况

（六）重庆市人身保险的收支情况

三、云南省保险行业市场分析

（一）云南省常住人口及构成分析

（二）云南省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

（三）云南省原保险保费收入分析



（四）云南省原保险赔付支出分析

（五）云南省财产保险的收支情况

（六）云南省人身保险的收支情况

第六节 西北地区保险市场分析

一、陕西省保险行业市场分析

（一）陕西省常住人口及构成分析

（二）陕西省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

（三）陕西省原保险保费收入分析

（四）陕西省原保险赔付支出分析

（五）陕西省财产保险的收支情况

（六）陕西省人身保险的收支情况

二、新疆保险行业市场分析

（一）新疆常住人口及构成分析

（二）新疆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

（三）新疆原保险保费收入分析

（四）新疆原保险赔付支出分析

（五）新疆财产保险的收支情况

（六）新疆人身保险的收支情况

 

第十一章 中国保险行业领先企业分析

一、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二、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三、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四、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业务范围分析

（四）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五、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概况分析

（二）企业股权结构分析

（三）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第十二章 中国保险行业热点问题研究

第.一节 互联网保险经营情况分析

一、互联网保险的发展概况

（一）互联网保险的发展历程

（二）互联网保险的发展概况

（三）互联网保险的发展趋势

二、互联网保险的主要模式

（一）保险公司网站模式

（二）网络保险超市模式

（三）网络保险淘宝模式

（四）网络保险支持平台

三、互联网保险经营情况分析

（一）互联网保险公司情况

（二）互联网保险保费情况

（三）互联网保险投保客户

（四）互联网保险独立访客

（五）互联网保险网站流量

四、境外互联网保险市场分析



（一）英国互联网保险市场

（二）美国互联网保险市场

（三）德国互联网保险市场

（四）日本互联网保险市场

（五）韩国互联网保险市场

（六）香港互联网保险市场

（七）台湾互联网保险市场

五、互联网保险案例分析

（一）淘宝保险

（二）众安保险

（三）StateFarm

（四）中国平安

（五）泰康人寿

（六）国华人寿

六、互联网保险市场前景展望

第二节 保险公司发展养老社区研究

一、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相关概述

（一）养老社区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二）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的背景

（三）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的意义

二、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可行性分析

（一）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的必要性

（二）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的可行性

三、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的策略

（一）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的模式

（二）保险挂钩养老社区的商业模式

（三）保险公司进军养老社区的特点

（四）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的问题

（五）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的策略

四、国外成熟养老社区模式借鉴

（一）美国的持续照料退休社区

（二）日本养老不动产建设



（三）国外养老社区模式的经验

五、保险公司投资养老社区案例分析

（一）合众人寿的优年养老社区

（二）泰康人寿的泰康之家养老社区

（三）桐乡养生养老综合服务社区

（四）中国人寿的廊坊生态健康城

第三节 保险公司多元化经营分析

一、保险公司多元化经营发展历程

（一）业务恢复与全面经营阶段

（二）严格分业经营的阶段

（三）产寿险相互渗透的阶段

二、保险公司多元化经营类型

（一）保险公司的产品多元化

（二）保险公司的区域多元化

（三）保险公司的纵向多元化

三、保险公司产品多元化经营行为

（一）财险公司产品多元化行为特征

（二）寿险公司产品多元化行为特征

（三）保险集团产品多元化行为特征

四、保险产品多元化经营的内在驱动

（一）多元化经营的资源共享

（二）多元化经营的协同效应

（三）多元化经营的风险分散效应

 

第十三章 中国保险行业未来前景展望

第.一节 保险行业的风险因素分析

一、保险行业风险因素分析

（一）保险行业经济风险

（二）保险行业业务风险

（三）保险行业投资风险

二、保险资金投资风险管理现状

（一）宏观层面的投资风险监管



（二）微观层面的投资风险管理

（三）风险管理技术的使用现状

三、国外保险资金投资风险管理

（一）美国保险资金投资及风险管理

（二）英国保险资金投资及风险管理

（三）日本保险资金投资及风险管理

（四）国外管理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第二节 保险行业的发展前景展望

一、保险深度及密度分析

（一）保险深度分析

（二）保险密度分析

二、保险行业发展前景展望

（一）保险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二）保险行业发展规模预测

（三）保险行业发展前景展望

附件一：本报告专业术语解释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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