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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保险业快速发展，在保障和
改善民生、防灾减损、服务
实体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若干意见提出，到2029
年，初步形成覆盖面稳步扩
大、保障日益全面、服务持续
改善、资产配置稳健均衡、偿

付能力充足、治理和内控健
全有效的保险业高质量发展
框架。保险监管制度体系更
加健全，监管能力和有效性
大幅提高。到2035年，基本
形成市场体系完备、产品和
服务丰富多样、监管科学有
效、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
保险业新格局。

业内人士认为，若干意
见的出台，是围绕强监管、
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这三
大中心任务，从未来 5年至
10年左右的维度，对我国保
险业的改革发展作出的系
统谋划和安排。

“保险业新‘国十条’体
现了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鲜

明导向。在严监管、防风险
的基础上，注重发挥保险保
障民生和服务实体经济的
能力，深化保险业的改革开
放、可持续发展和协同发
展，更好发挥保险业经济减
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
院教授王国军说。

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
保险业迎来新“国十条”

N新华社

我国保险业发展迎来新的顶层设计。9月11日，国务院对外发布《关于加强监管防
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若干意见共10条，被业内称为保险业新

“国十条”，对我国保险业未来5年到10年左右的发展进行系统部署。这是继2006年、
2014年之后，国家层面又一次对保险业发展作出的全面部署，释放了进一步推动我国保
险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信号。

防控风险是金融工作
的永恒主题。若干意见对
保险业加强监管、防范风
险作出明确要求。

具体来看，要严把保
险市场准入关，严格保险
机构持续监管，严肃整治
保险违法违规行为。同
时，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
解保险业风险，建立以风
险监管为本的制度体系，

持续防范化解苗头性、倾
向性风险隐患，稳慎推进
风险处置。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相
关负责人表示，保险机构
应坚持把风险防范摆在突
出位置，以更强责任加强
全面风险管理，维护市场
秩序，更加注重风险防控
的系统性、前瞻性、实效
性，维护金融稳定。

在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方面，若干意见提出，推进
产品转型升级，支持浮动
收益型保险发展；以新能
源汽车商业保险为重点，
深化车险综合改革；发展
多层次农业保险，推动农
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
及时规范理赔；探索责任
保险和家庭财产保险创新
等。

“若干意见首次提出

了支持浮动收益型保险发
展，意在指导保险产品向
包括分红险、万能险在内
的浮动收益型产品转型，
实现保险业高质量发展。”
业内人士表示。

一系列部署坚持问题
导向，抓住了当前保险业
发展中的重点难点，提出
有针对性的举措，以进一
步深化改革推动行业和产
品转型升级。

为提升保险业服务实
体经济质效，若干意见提
出，保险业要聚焦国家重
大战略和重点领域，服务
科技创新和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健全覆盖科技
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保险
产品和服务体系，强化绿

色保险顶层设计，提升农
业保险和农村基础设施
保险发展水平，加快发展
海运保险。

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
都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
支持，保险资金具有久期
长、跨周期属性。壮大保

险资金，有利于培育耐心
资本，熨平经济周期波动，
推动资金、资本、资产良性
循环。

此次发布的若干意见
也提出了“发挥保险资金
长期投资优势”“培育真正
的耐心资本”等内容。在

资金投向方面，若干意见
要求，加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先进制造业、新型基础
设施等领域投资力度，服
务新质生产力发展；引导
保险资金为科技创新、创
业投资、乡村振兴、绿色低
碳产业发展提供支持。

若干意见提出，丰富巨
灾保险保障形式，拓展巨灾
保险保障范围，扩大综合巨
灾保险试点；提升健康保险
服务保障水平，扩大健康保
险覆盖面；健全普惠保险体
系，更好满足农民、城镇低
收入者等群体保险需求，优
化新业态、新市民等保险保

障供给。
养老金融是五篇大文

章之一，保险业在发展第
三支柱养老保险方面大有
可为。目前，我国个人养
老金开户人数已超 6000
万，各类储蓄存款、银行理
财、商业养老保险产品超
过 500个。

若干意见要求，大力发
展商业保险年金，满足人民
群众多样化养老保障和跨
期财务规划需求；鼓励开发
适应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新
产品和专属产品；支持养老
保险公司开展商业养老金
业务；推动专属商业养老保
险发展；丰富与银发经济相

适应的保险产品、服务和保
险资金支持方式；依法合规
促进保险业与养老服务业
协同发展。

一系列新部署新安排
有助于推动保险产品和服
务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保险保障和财
富管理需求。

看点一：制定时间表、路线图

看点二：提升保险业服务民生保障水平

看点三：服务实体经济、发挥保险资金长期投资优势

看点四：
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推进产品转型升级

看点五：
严字当头、强监管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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