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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超过14亿

互联网用户
超过6亿

　
互联网保险用户

超过4亿

　

来源：艾瑞咨询 来源：艾瑞咨询

l互联网保险用户规模潜力庞大，经济体量空间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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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保监会数据显示，2004-2010年这六年间，我国保险原保费复合增长率高达22.4%；
l2011-2015年保险行业增速逐年提高，而2016年1-5月保费同比增长38%，经历了5
年的蓄力，保险迎来了新的爆发期；
l2015年互联网保险渗透率从2011年的0.2%提高到9.2%，未来依旧会缓慢提升。预计
到2019年，我国保险市场保费规模将超过6万亿，互联网渗透率达到12.5%。

来源：艾瑞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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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联网保险风险分析——风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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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设计风险
•同质化风险：目前互联网保险产品大多是条款简单的车辆险、意外险及短期收益的理财型产
品，同质化较高，缺乏个性化的保险产品。

•创新风险：目前部分保险企业为追求短期效益，以创新为幌子，推出伪创新保险产品，偏离
保险的本质；另外，部分保险公司与P2P合作，为其提供信用保证保险服务，对互联网保险创
新构成新的风险。

网络安全风险
•系统安全风险：系统故障 、黑客攻击、感染病毒等软、硬件安全风险，可能导致保险公司系
统崩盘，继而给使用者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不法分子利用网络漏洞从事保险诈骗活动。

•信息安全风险 ：目前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发展尚不成熟，网络安全管理仍不完善，可能存
在客户私密信息泄露，保险公司产品设计、定价信息来源不准确等问题。

•支付安全风险 ：网络支付安全性包括交易主体的真实性、交易行为的可控性和交易合同合法
性等，由于目前第三方支付软件存在安全隐患，可能导致出现网络支付风险。

服务质量风险
•投诉风险：互联网保险的保单件数大量增加，面对海量的理赔案件，很难保证保险公司的责
任能完全落实。

•销售误导风险：保险公司有可能通过夸张的营销方式吸引潜在消费者，如过分夸大保险的投
资收益率，这与保险产品严谨审慎、明示风险的销售要求相悖。信息披露不透明、不充分，
将直接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选择和购买，损害客户利益。

法律监管风险
互联网保险的出现，令保险行业在技术、结构、运营模式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也为
保险业监管带来巨大挑战。一直以来，监管几乎都滞后于市场的发展，追赶市场脚步的同
时，不断调整以保证市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互联网保险是新生事物，既涉及现实空间，也
牵扯到虚拟空间，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产品和服务创新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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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联网保险风险分析——风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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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 由于缺乏面对面的交流，保险公司无法掌握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全面、真实的情
况，导致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之间信息不对称风险的增加，与保险“最大诚信原
则”相违背。

• 互联网保险线上交易的虚拟性和信息不对称性使得保险公司难以准确判断客户
的身份信息是否准确和信用评级是否合格等，造成对损失的概率估计失真，逆
向选择行为便极有可能发生，使得本来保险风险较小的投保人不参与投保，而
风险较大、损失可能性很大的客户都购买了互联网保险，这样一来，保险公司
面临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骤然增大的问题。

• 《第 35 次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我国互联网用户中，20 －29 岁
年龄段、中等教育以上网民占比最高，这部分人群恰是保险意识薄弱的人群，
他们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短期意外险、理财险等产品泛滥，而保障型产
品市场份额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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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联网保险风险分析——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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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互联网保险没有改变保险的基本属性，互联网保险与传统保险业务在保障标的方
面具有一致性。但由于其展业方式、业务流程都发生了变化，也正是这些变化产
生了新的风险。

客
户
特
点

客户群体：客户群体以网络群体为主体，偏向年轻化，以26-35岁为中坚力
量
交互方式：客户与保险公司以人机对话为主，非面对面的虚拟化交互
更注重体验：客户更加注重独立操作的流程感受
主动性：客户购买更为主动

ü客户道德风险加剧

ü客户体验与业务发展之
间矛盾，往往会使公司在
推动互联网业务时放弃或
简化一些控制手段

ü便捷性会使客户通过互
联网更方便快捷地了解保
险产品、承保流程等方面
存在的漏洞，从而会某种
程度上助长客户的舞弊倾
向

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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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联网保险风险分析——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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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电子化：以移动支付和远程支付为主要支付方式，更加注重便捷性

ü客户身份认证的风险比
较大
ü支付安全隐患
ü因支付系统控制存在缺
陷或客户欺诈原因使公司
承受声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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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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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依赖技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地域扩大：打破了区域的空间范围
产品透明度大：保险产品或产品结构成体系化在网络上共享
流程简化：核保流程简化，甚至自动出单

ü网络的开放性和脆弱性
并存，网络安全是有限的
ü服务理赔如何跟上
ü行业间的关联性加大，
单体风险容易引发系统性
风险
ü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传
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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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互联网保险监管政策及合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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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 实施/发布时间 监管法规 核心意义

国务院 2005年4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第十四条：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盖章具备
同等的法律效力。

保监会 2009年12月 《保险公司信息化工作管理指引
（试行）》

促进保险公司信息化工作管理，提高保险业信息化
工作水平和运营效率

保监会 2011年8月 《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二五”规划
纲要》

大力发展保险电子商务，推动电子保单以及移动互
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创新应用

保监会 2011年9月 《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规定（征求
意见稿）》

促进互联网保险业务规范健康有序发展，保护投保
人、被保险人和收益的合法权益

保监会 2012年1月 《保险代理、经纪公司互联网保险
业务监管办法（试行）》

对保险代理、经纪公司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的资质、
信息披露，交易数据和信息安全保障等方面进行规
范，促进保险代理、经纪公司互联网保险业务健康
有序发展，切实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
合法权益。

保监会 2015年10月 《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

标志着中国互联网保险业务基础监管规范的形成。
《办法》以鼓励创新、防范风险和保护消费者权益
为基本思路，从经营条件、经营区域、信息披露、
监督管理等方面明确了互联网保险业务经营的基本
规则。

l2015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是我国目前互联网保险
业务的基础监管规范。
l该办法在坚持现有监管方向和原则的前提下，根据互联网保险的特性，对原有监管规
则进行了适当延伸和细化；根据“放开前端、管住后端”的监管思路，通过明确列明禁
止性行为的方式，强化保险机构和第三方网络平台的市场退出管理，为互联网保险业务
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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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政策中的困惑或
有待明确的问题

u客户的归属地难以判断：
目前的监管办法中除了几类产品外，其他限制了销售
区域，但是从客户方来说，保险公司仅从IP、身份证、
联系地址等方式难以真正掌握客户的归属地。

u互联网可采用的营销手段：
目前的监管办法限制了促销形式，然而在互联网生态
下，积分、团购等互联网营销方式比较常见，也是众
多互联网平台提出合作的条件之一。

u第三方网络平台的地位：
目前的监管政策中，第三方平台若要销售保险产品需
要具备保险销售资质，但这种销售行为与提供技术服
务之间存在模糊地带。

u新型回访方式的探索：
互联网销售形式，回访方式应有别于传统保险销售，
除了电话回访，应鼓励利用网络形式进行创新回访方
式。

l随着互联网在保险领域的深度渗透，互联网保险和线下业务之间的边界逐渐模糊，一
些传统的合规要求不适应新型互联网业务的发展。比如个人业务团队会通过使用在线计
划书、在线投保、在线出单，而不是使用原来传统的线下出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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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优化互联网保险产品
开发设计

• 开发个性化产品：加强对市
场和客户群的分析，积极利
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将
风险损失和保险责任匹配，
有效对海量客户进行细分并
精准定位，开展定制化保险
产品设计，推出符合不同市
场特征和客户需求的个性化
保险产品及服务。

• 优化产品结构：增加保障型
产品的比重。杜绝对保险产
品收益的夸张性描述，引导
消费者认识到网销保险产品
的核心功能———风险保
障，促进互联网保险回归保
障本质。与此同时，对互联
网保险与传统渠道保险实施
差异化的产品策略。

2.提高信息技术水平

• 加强信息安全保障措施：提
高服务器和数据库的安全级
别；建立自身或合作的第三
方网络平台的有效的互联网
保险风险评估和监测体系，
主要包括制定、实施网络系
统安全规范，预测、防范系
统安全隐患，进行严格的网
络隔离与监控，及时对数据
进行备份，定期检查系统安
全情况，对系统破坏进行恢
复与重建等；对网络加密技
术、访问控制、防火墙、电
子支付、CA 认证和数字签
名等技术进行深入研究，为
互联网保险的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技术支持。

3.完善互联网保险服务
体系

• 做好保险售后服务，特别是
理赔服务：服务品质的高低
决定了客户黏性，这点在互
联网保险业务中更加重要，
因为网销保险产品主要依靠
客户主动自觉购买。

• 建立用户友好型线上服务体
系：过清晰友好的页面设计、
通俗易懂的文字和简单明了
的演示，帮助用户正确深入
地了解产品，减少用户对条
款的误读。建立网上自动化
服务体系，规范并简化在线
咨询、购买、支付、承保、
理赔等环节，通过互联网便
捷高效的特点，改善用户体
验，促进保险向智能化、自
动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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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善互联网保险监管机制

• 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互联网保险
对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行为进行进
一步规范约束，对第三方网络平台的定位、
保险公司的客户属地判断、营销手段、回访
方式等内容更加明晰，使互联网保险有法可
依，以法律的刚性保障互联网保险业务的健
康发展。

• 依法适度监管：建立互联网保险产品审批制
度、互联网保险单独核算制度等，以确保偿
付能力充足。在严厉打击保险欺诈、洗钱等
违法违规行为的同时，监管方面还应以包容
的态度尊重互联网保险的创新性，避免过度
监管而遏制其正常发展。

5.提升公众对保险的认知度

• 加强宣导，提升形象：应重视提高互联网保
险行业的信誉和社会形象，加大互联网保险
的宣传力度，向社会公众普及互联网保险知
识，降低信息不对称，消除社会对保险业的
成见与误解。培养公众主动购买保险的意识
和习惯，培育良好的市场基础，提升公众对
保险的信任感。通过宣传教育也能让消费者
有效识别、警惕互联网保险中隐藏的风险，
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和纠纷，不仅有效保
护了投保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营造良好
的网络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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