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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华经情报网发布的《2019-2025年中国保险行业市场前景预测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涵盖行
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
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
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
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s://www.huaon.com//detail/399961.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000元    纸介版：90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9200元

订购电话: 400-700-0142 010-80392465

电子邮箱: kf@huaon.com

联 系 人: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https://www.huaon.com//detail/399961.html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2018年1-11月原保险保费收入35419.50亿元，同比增长2.97%；保险金额6463.31万亿元；
保单件数265.64亿件；赔款和给付支出11092.45亿元，同比增长9.93%；资金运用余额160
303.68亿元，较年初增长7.44%；总资产180068.02亿元，较年初增长7.51%；净资产1990
5.25亿元，较年初增长5.63%。
产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10628.76亿元，同比增长12.08%；人身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24
790.70亿元1，同比下降0.50%。
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9701.27亿元，同比增长10.08%；寿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19664.
05亿元，同比下降4.75%；健康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058.80亿元，同比增长23.22%；意
外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995.38亿元，同比增长19.23%。
产险业务中，交强险原保险保费收入1804.75亿元，同比增长9.05%；农业保险原保险保费
收入为539.83亿元，同比增长19.30%。另外，人身险公司未计入保险合同核算的保户投资
款和独立账户本年新增交费7564.73亿元，同比增长27.10%。
2018年1-11月原保险保费收入及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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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一章中国保险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第一节保险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一、保险行业监管情况分析
（一）保险行业监管部门
（二）保险行业监管内容
二、保险行业主要政策与规划
（一）保险行业主要政策解读
（二）保险行业相关发展规划
三、保险公司治理监管分析
（一）治理监管产生的原因
（二）治理监管的发展概况
（三）治理监管取得的成绩
（四）治理监管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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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治理监管的制约因素
（六）治理监管的最优模式
第二节保险监管效力机制改革分析
一、中国保险监管改革历程和现状
（一）保险监管的历史沿革
（二）监管体系的改革历程
（三）监管效力机制的现状
二、美国保险监管效力机制的经验
（一）美国保险监管发展历程分析
（二）美国保险监管效力机制分析
（三）美国保险监管效力机制借鉴
三、英国保险监管效力机制的经验
（一）英国保险监管发展历程分析
（二）英国保险监管效力机制分析
（三）英国保险监管效力机制借鉴
四、日本保险监管效力机制的经验
（一）日本保险监管发展历程分析
（二）日本保险监管效力机制分析
（三）日本保险监管效力机制借鉴
五、中国保险监管效力机制实践
（一）保险监管制度体系实践
（二）保险行业自身发展实践
（三）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实践
六、中国保险监管效力机制的改革
（一）保险监管制度改革
（二）保险监管机制改革
（三）保险监管方式改革
第三节国外巨灾保险财政政策比较
一、中国巨灾保险市场的现状
（一）中国巨灾保险的立法进程
（二）中国巨灾损失的应急机制
二、中国巨灾保险财政政策现状
（一）中国巨灾保险的发展现状
（二）中国巨灾保险的财政政策
（三）巨灾保险市场失灵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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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外巨灾保险财政政策比较
（一）日本地震保险制度
（二）美国巨灾保险体系
（三）新西兰巨灾保险制度
（四）国外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第四节保险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国内生产总值及增长情况
（二）工业增加值及其增长情况
（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及变化
（四）货物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
（五）全国就业人员及其失业率
（六）居民人均收入情况及增长
（七）固定资产投资额及其增长
（八）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其增长
（九）货币供应量及其增长情况
（十）全国人口规模及构成情况
二、国际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世界主要国家国内生产总值
（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分析
（三）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CPI
（四）主要国家就业结构与失业率
（五）主要国家货物进出口贸易额
（六）世界经济运行主要影响因素
（七）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分析
（八）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第二章中国保险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第一节保险行业运行状况分析
一、保险行业发展规模
（一）保险机构数量
（二）行业从业人数
（三）保险业总资产
产险公司总资产23699.04亿元，较年初下降5.06%；人身险公司总资产142808.49亿元，较
年初增长8.07%；再保险公司总资产3635.54亿元，较年初增长15.42%；资产管理公司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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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532.43亿元，较年初增长8.34%。
2018年1-11月产险公司总资产及增长情况
（四）保险业净资产
二、保费收入及赔付
（一）原保险保费收入
（二）原保险赔付支出
三、保险资金运用情况
（一）资金运用余额
（二）资金运用结构
（三）资金运用收益
四、保险市场运行特点
第二节保险中介市场发展状况
一、保险中介渠道实现保费收入
（一）保险中介渠道实现保费收入
（二）保险中介渠道产险保费收入
（三）保险中介渠道寿险保费收入
二、保险专业中介渠道情况分析
（一）保险专业中介法人机构数量
（二）保险专业中介分支机构数量
（三）保险专业中介机构注册资本
（四）保险专业中介机构资产规模
（五）保险专业中介机构业务情况
（六）保险专业中介机构经营情况
三、保险兼业代理渠道情况分析
（一）保险兼业代理机构数量规模
（二）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保费收入
（三）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业务结构
四、保险营销渠道情况分析
（一）保险营销员实现保费收入
（二）寿险公司营销员业务分析
（三）产险公司营销员业务分析
第三节保险公司资管业务分析
一、保险资产管理的发展概况
（一）保险资产管理的发展历程
（二）保险资产管理的政策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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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险资产管理的主体分析
（四）保险资管行业存在的问题
二、保险资金的运用情况分析
（一）保险资产的配置结构分析
（二）保险资金运用收益率分析
（三）保险资产管理的政策解读
三、保险机构管理资产类型
（一）一般账户资产
（二）独立账户资产
（三）第三方管理资产
四、保险资产管理业务类型
（一）不动产投资计划
（二）项目资产支持计划
（三）企业年金业务
（四）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五）公募业务
（六）第三方保险资产管理
（七）投连险账户管理
五、保险资产管理SWOT分析
（一）保险资产管理优势分析
（二）保险资产管理劣势分析
（三）保险资产管理机遇分析
（四）保险资产管理挑战分析
六、国外保险资产管理的经验借鉴
（一）美国保险资产管理的现状
（二）英国保险资产管理的现状
（三）日本保险资产管理的现状
（四）国外保险资产管理经验借鉴
七、国际保险资管业务的经验启示
（一）保险资产管理的市场规模
（二）保险资产管理的市场主体
（三）第三方资管市场竞争格局
（四）保险公司的投资管理特征
（五）保险资金的大类资产配置
（六）保险资管业务的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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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保险资产管理的发展前景展望
（一）国外保险资产的投资方向分析
（二）保险资产管理的发展趋势展望
（三）保险公募业务的发展前景展望
（四）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发展策略
（五）保险资管行业的创新发展策略
 
第三章中国财产保险发展状况分析
第一节财产保险发展概况分析
一、财产保险的相关概述
（一）财产保险的内涵
（二）财产保险的特征
（三）财产保险的分类
二、财险公司传统保险业务的特点
（一）财产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
（二）财险公司传统保险业务的分类
（三）财险公司传统保险业务的特点
三、财险公司投资型保险产品的特点
（一）投资型保险产品的业务构成
（二）投资型保险产品的发展历程
（三）投资型保险产品的特点分析
四、财产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第二节财产保险公司运营情况
一、财产保险发展规模
（一）财产险公司数量
（二）财产险公司总资产
二、保费收入及赔付
（一）财产险保费收入
（二）财产险赔付支出
三、财产险深度及密度
（一）财产险深度
（二）财产险密度
四、保费收入排名情况
（一）中资公司排名
（二）外资公司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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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分险种财产保险发展状况
一、机动车辆保险发展状况
（一）机动车辆保险基本概况
（二）机动车辆保险保费收入
二、企业财产保险发展状况
（一）企业财产保险基本概况
（二）企业财产保险保费收入
三、货运保险发展状况
（一）货运保险基本概况
（二）货运保险保费收入
四、责任保险发展状况
（一）责任保险基本概况
（二）责任保险保费收入
五、信用保险发展状况
（一）信用保险基本概况
（二）信用保险保费收入
 
第四章中国人身保险发展状况分析
第一节人身保险发展状况分析
一、人身保险发展规模
（一）人身险公司数量
（二）人身险公司总资产
二、保费收入与赔付支出
（一）人身险保费收入
（二）人身险赔付支出
三、人身险深度及密度
（一）人身险深度
（二）人身险密度
四、保费收入排名情况
（一）中资公司排名
（二）外资公司排名
第二节人身保险各险种发展分析
一、人身险各险种概况
（一）寿险基本概况
（二）意外险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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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险基本概况
二、各险种保费收入
（一）寿险保费收入
（二）意外险保费收入
（三）健康险保费收入
三、各险种赔付支出
（一）寿险赔付支出
（二）意外险赔付支出
（三）健康险赔付支出
 
第五章银行保险法律监管与合作模式
第一节银行保险的法律监管分析
一、银行保险的相关概述
（一）银行保险的起源
（二）银行保险的定义
（三）银行保险的特点
二、银行保险的法律监管分析
（一）宏观层面的法律监管
（二）中观层面的法律监管
（三）微观层面的法律监管
三、国外银行保险的法律监管
（一）法国银行保险的法律监
（二）英国银行保险的法律监
（三）美国银行保险的法律监
（四）国外法律监管基本特征
第二节银行保险的合作模式分析
一、银行保险发展的影响因素
（一）外部影响因素分析
（二）内部影响因素分析
（三）其它影响因素分析
二、银行保险的发展模式
（一）分销协议模式
（二）合资企业模式
（三）战略联盟模式
（四）金融控股集团模式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三、中国银行保险合作模式分析
（一）银行保险合作模式的历程
（二）银行保险合作模式的现状
（三）银保合作模式存在的问题
（四）银保合作模式问题的原因
第三节境外银保合作发展及启示
一、法国银行保险发展情况
（一）法国银行保险的发展概况
（二）法国银行保险的经营模式
（三）法国银行保险产品及特点
（四）法国银行保险的监管体系
二、德国银行保险发展情况
（一）德国银行保险的发展概况
（二）德国银行保险的经营模式
（三）德国银行保险的监管体系
三、美国银行保险发展情况
（一）美国银行保险的发展概况
（二）美国银行保险的经营模式
（三）美国银行保险产品及特点
（四）美国银行保险的监管体系
四、亚洲国家/地区银保合作模式
（一）日本银行保险合作模式
（二）香港银行保险合作模式
（三）台湾银行保险合作模式
五、境外银保合作模式的启示
 
第六章农业保险与体育保险发展状况
第一节农业保险发展状况分析
一、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
（一）农业保险的职能
（二）农业保险的作用
（三）农业保险的发展历程
（四）农业保险的发展现状
（五）农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二、中国农机保险发展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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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农机保险的发展现状
（二）中国农机保险存在的问题
（三）中国农机保险的试点模式
（四）国外农机保险现状及模式
三、国外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
（一）美国、加拿大模式：政府主导模式
（二）日本模式：政府支持的互相会社模式
（三）西欧模式：政府资助的商业保险模式
（四）前苏联模式：政府垄断经营模式
（五）发展中国家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四、中国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分析
（一）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的发展历程
（二）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的发展现状
（三）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
五、国外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机制的实践
（一）政府主导的运行机制
（二）市场主导的运行机制
（三）政府与市场合作的运行机制
六、国外农业巨灾保险运行的经验总结
（一）国外农业巨灾保险运行的共性分析
（二）国外农业巨灾保险运行旳差异比较
第二节中美日体育保险发展比较
一、中美日体育保险相关政策和立法比较
（一）中国体育保险相关政策和立法
（二）美国体育保险相关政策和立法
（三）日本体育保险相关政策和立法
二、中美日体育保险行业监管制度的比较
（一）中国体育保险行业监管制度
（二）美国体育保险行业监管制度
（三）日本体育保险行业监管制度
三、中美日非营利性体育保险的比较
（一）中国非营利性体育保险发展现状
（二）美国非营利性体育保险发展现状
（三）日本非营利性体育保险发展现状
四、中美日营利性体育保险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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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营利性体育保险发展现状
（二）美国营利性体育保险发展现状
（三）日本营利性体育保险发展现状
 
第七章国内外养老保险发展状况分析
第一节国际社会养老保险财政负担模式
一、财政全包型改革
（一）俄罗斯
（二）英国
二、财政配比出资型
（一）瑞典
（二）日本
三、财政兜底型
四、启示与借鉴
第二节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分析
一、养老保险体制改革分析
（一）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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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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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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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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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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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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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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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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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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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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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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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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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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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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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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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二、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三、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四、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五、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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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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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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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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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 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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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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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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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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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全国保险行业主要政策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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