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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互联网保险的创新及其问题

• 科技对保险业的赋能与革新 

• 保险业数字化的路径选择

• 完善保险业数字化的制度环境 



一、互联网保险的创新及其问题

• 行业发展基础

• 行业格局

• 创新与变革

• 存在的问题



经济社会生活的互联网化程度快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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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保险的行业格局

• 传统保险公司

– “国寿e家”、“网上商城”、“万里通”、“泰康在线”

– 销售与渠道拓展

– 模式之变

• 互联网流量平台

– 流量变现、代销产品、销售平台

– 依托场景和数据，深入产品中，生态链



• 持牌互联网保险公司

– 全国经营、运营成本低、创新速度快

– 仍处于探索期

• 互联网保险创业公司

– 数量增长最快、产品创新最多

– 渗透产品精算、设计、销售、服务等诸多环节



保险业新技术应用方兴未艾

• 云计算应用

– 50余家机构与第三方社会化云平台合作

– 有效降低运营成本、促进产品创新

• 电子保单应用

– 104家机构签发了3.61亿张电子保单

• 财产险公司46家，电子保单数量1.98亿张

• 人身险公司58家，电子保单数量1.63亿张











• 2016年新增互联网保险保单61.65亿件，占全部新增

保单件数的64.59%

– 退货运费险签单件数达44.89亿件，同比增长39.92%；

– 签单保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24.97%。



创新与变革

• 渠道创新

– 电商保险频道

– 保险公司官网

– 第三方销售平台

– 场景渠道



• 运营流程创新

– 展业工具

– 流程优化工具

– 理赔工具

– 保单管理工具



• 产品创新

– 险种创新

• 互助保险

• 定制化保险

• 其他场景险种

– 精准定价

• 车联网

• 可穿戴设备



• 其他基础设施

– 交易支付

– 征信

– 大数据

– 云计算



存在的问题

• 如何彰显保险的核心价值

– 互联网保险领域万能险产品

– 新型消费保险

• 基于消费场景中的碎片化风险需求，小额、高频、海量、碎片

• 最适合保险转嫁的风险具有发生概率低、损失程度高的特征

• 场景化、碎片化的产品是否以及如何坚守保险风险的一般特征



• 如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 资本青睐？

– 流量变现是否持续？

– 如何在产业链的一环精耕细作？

– 自身能力建设：个性化定价、服务？



• 制度环境如何支持并规范创新？

– 监管趋严

– 叫停一些公司的互联网保险渠道业务



二、科技对保险业的赋能与革新

• 科技为保险业的革新提供了基础和保障

– 新技术及其应用

• 降低交易成本

• 大数据与深度学习实现对消费者图像描述和消费行为研究

– 以云计算为代表的开放式架构技术

• 各业务之间的数据共享

• 交易的精确化

• 催生新型交易



• 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目标

– 以客户为中心，通过科技革新为保险业全面赋能

• 从客户的角度实现科技与保险的全面融合

• 开展新业态

• 对传统业态的赋能、延伸及与新业态的整合



• 科技对保险业态赋能与革新

– 有效降低传统保险市场的交易费用

• 降低消费者的搜索成本与交易成本，增加了选择权

• 降低运营成本，提升业务流程的标准化与规范化



• 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对客户需求的量身定做

– B2C向C2B转变

– 销售模式

– 产品模式

– 运营管理模式

– 服务模式



保险科技的若干应用领域

• 移动互联提升保险服务的触达能力和便捷性

• 大数据推动保险产品和服务个性化、精细化

– 营销、产品、定价、服务和管理

• 云计算使得轻终端、多屏互动具备基础

– 显著降低运营和创新成本



• 人工智能和认知计算更加高效地搜集和处理信息

• 区块链可能会改变保险业IT基础设施架构

• 物联网和车联网技术帮助确定定价基准、防范风险

• 医疗新技术会直接影响风险评估和承保

– 电子医疗、基因检测和可穿戴设备等



三、保险业数字化的路径选择

• 树立变革与创新的的思维

• 明确数字化转型的战略

• 构建平台化的商业模式和组织

• 提升数字化的能力  



（一）思维

• 信息技术发展与消费者预期和行为变化重塑保险业

– 改善现有业务模式，降低运营成本、提升效率

– 基于互联网的颠覆式的保险业务或类保险业务模式 



• 适变应变的战略思维

– 积极拥抱而不是排斥保险数字化

– “定位积极”

• 通过不同的模式参与保险科技和数字化创新



（二）战略

• 科技引领创新：核心战略方向

• 差异化战略选择

– 不同资源禀赋

– 不同发展阶段

– 不同发展诉求



• 数字化定位

– 以客户为中心提升客户体验

– 整合保险价值链的上下游构建生态系统

– 提升专业的数字化能力

• 不同目标之间的张力

• 有所为，有所不为

• 资源优先配置于重点客群和业务

• 促进具有相对优势业务的发展



• 实现战略目标的各项举措

– 组织架构重塑

– 业务流程优化

– IT系统重构

– 生态系统的塑造

– 产品和服务创新

– 灵活机制的重建

– 企业容错文化的建设

– ……



（三）模式

• 平台化发展

– 更多发展的空间和弹性

– 对多个产业开放重组和融合再造

– 需要通过广泛的合作来建设生态

• 专业化细分



• 平台化的商业模式促进平台型组织架构

– 通过低成本试错进行快速创新

– 敏捷应对市场和环境的变化

– 易于扩大规模和实现业务的迅速增长



（四）能力

• 创新管理和文化

– 创新和试错文化

• 核心流程的数字化

– 跨渠道、端到端的业务流程

• 将传统的IT系统重新配置成开放式创新平台

– 与科技供应商合作

• 大力吸纳专业人才

– 薪酬结构调整，使之更接近与其竞争的科技企业



四、完善保险业数字化的制度环境

• 技术与制度协同演化

– 制度环境与技术创新协调

• 创新大量涌现

– 制度环境成为排斥机制

• 不兼容创新

• 创新不能融入现有框架



• 降低制度成本

– 数据保护

– 基础设施建设

– 监管创新

– 彰显企业家精神



（一）数据保护

• 尽责使用数据

– 推动数据保护或隐私保护等法案

• 寻求立法手段规范数据使用

• 搭建基础性法律保护体系

– 监督和引导数据保护

• 推动消费者数据保护

• 规范商业数据应用行为



（二）基础设施建设

• 行业数据共享平台

– 整合行业资源

• 建立更科学的行业定价基准和风险管理数据库

– 更好地支撑风险评估、费率技术、信息体系



（三）监管创新

• 开放包容的心态

– 进一步简政放权

• 消除各种抑制市场活力的行政审批

• 减少对市场主体微观事务的管理

• 赋予市场主体创新的空间



– 尽可能减少监管的自由裁量权

• 往往超过现有监管规则的适用范围，突破现有的部分监管框架

– 放大监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鼓励有选择性地执法

– 市场主体的预期不稳定及权力寻租行为

• 制定、维护和恪守“抽象的、一般正当行为规则”

– 尊重保险公司的不同选择

– 维护其竞争方式的多样性



（四）彰显企业家精神

• 企业家的作用：创造不均衡和发现不均衡

– 熊彼特：企业家是“创造性发现者”

• 市场是由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驱动的动态过程

– 柯兹纳：企业家是“适应性的发现者”

• 企业家对套利机会具有敏感性

• 利用和改正错误，使市场趋向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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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市场：“均衡——不均衡——均衡”

– 柯兹纳式的保险市场发展

• 发现未开发的利润机会

• 推动市场从无效率走向有效率

– 熊彼特式的保险市场发展

• 发现更有效地使用资源的新技术和新的生产过程

• 扩展生产可能性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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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精神：市场发展的根本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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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制度企业家”

• 制度：规则

• 企业家：创新、创造性的破坏

• 制度企业家

– 新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是非观和善恶观

– 认同原来不认同的，不再认同原来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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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生命体

• “大”是努力方向

– 市场经济是普惠大众的经济

– 企业之间的竞争：谁能给更多的人提供服务

– 规模越大，服务客户越多，赚钱能力越强

• 始终要盯着价值创造

• 长大长强，而不是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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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与能力圈

• 人性不完善、有缺陷

– 知识的岛屿越大，无知的海岸线就越长

– 每个人、公司都有其知识和能力所及的能力圈

– 轮廓不清的大圈子不如轮廓清晰的小圈子

• 没有核心目标、远景与主营业务的公司不是一家好公司

• 少就是多：有限的种子撒在少数几块精心选择与耕耘的土地

• 多就是少：有限的种子撒胡椒面，广种薄收，甚至颗粒无收



审慎

• 审慎是首要美德，与耐心、克制与坚毅相连

– 遏制心中追求速富这头冲动的怪兽

– 根据长远而不是近期后果来衡量决策

– 智慧与无知面前的谦卑

• 谦卑通向求知、打开通向智慧的大门

• 自负通向自满、关闭通向智慧的大门



谢 谢 大 家！

手机与微信号：13520081091

邮箱：junshengzhu@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