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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保险信息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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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保险信息化概述

第一节　　　　保险信息化的内涵

保险信息化是信息技术在保险领域中广泛应用而引起的一场

保险业革命。它不仅给保险机构带来了经济效益，而且能减少社

会劳动，促进经济的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创造出巨大的社会效

益。

利用信息化手段处理保险业务，改变了保险传统的手工作业

方式，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从投入产出的效益来看，通过

增加信息设备来提高业务处理能力比通过增加人力的经济效益要

高，信息化手段的运用缩短了保险业务处理的时间，使保险业务

流程变得简洁，有利于保险企业经营者作出战略决策，节约了劳

动成本，提高了经营效率。通过保险信息化系统，保险公司可以

增加保险保障的服务项目，扩大保险服务的领域。发展保险信息

化，需要大量的硬件设备和系统软件，可以带动我国信息产业的

发展。因此，保险信息化的社会效益也十分明显。

一、保险信息化的概念

保险信息化是保险企业采用包括互联网技术在内的现代计算

机技术、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等信息技术手段，改变保险业传统

的工作方式，实现保险业务处理自动化、保险服务电子化、保险

企业管理信息化和保险决策科学化，提高传统保险保障服务业务

的工作效率，降低经营成本，为客户提供多种快捷方便的服务，

进而提升保险业整体竞争力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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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信息化是一个多层次结构，它以各种保险专用信息化手

段的应用为主要特征，是各类保险计算机硬件系统和系统支持软

件应用的总称。即凡是在保险机构中，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围绕

保险业务及保险企业经营管理现代化进程所采用的先进电子信息

设备，以及相应开发的信息系统，都属于保险信息化系统的范

畴。保险信息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集保险业务处理、保险信息管

理和保险决策于一体的保险信息系统。

二、保险信息化的内涵

（一）保险信息化的技术内涵

保险信息化的核心内容是信息技术在保险经营管理各个环节

的应用。保险信息化的技术内涵集中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第一，

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在保险经营管理中的运用。如

保险公司运用网络技术实现远程核保核赔，运用数据库技术进行

单证、发票管理等。第二，保险信息化为保险产品和保险服务手

段的创新、保险服务领域的拓宽提供了新的途径。

首先，保险新产品的开发有赖于保险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提

高。如万能寿险产品的数学原理早在 世纪 年代已经成熟，

但由于其对运算量和运算速度要求很高，当时的计算机技术不能

世满足其运算需要，直至 纪 年代末，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达到一定水平后，保险公司才向市场推出该产品。

其次，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应用大大推动了保险销售手段的创

新和保险服务领域的拓宽。保险公司运用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

技术来支持对保险业务的重组和变革。保险公司通过自建网站或

共用平台的方式为客户提供有关保险产品和服务的信息，接受客

户的风险咨询，并实现网上投保、核保，实现在线缴费，直接完

成保险产品的销售，同时进行网上查询、变更和网上理赔定损，

开展保险服务，使保险业务的开展和客户服务快捷便利，大大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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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保险运营效率。

（二）保险信息化的管理内涵

保险信息化的管理内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保险经营管

理的信息化，即充分利用保险业内部和外部的一切信息资源、现

代信息技术，实现保险经营管理的科学化、信息化；另一方面是

保险信息化的管理，即制定关于保险信息采集、表达、传输及保

险信息应用的标准、政策、法规，规范、协调、统一保险信息技

术应用和保险信息化的发展方向，以实现和确保保险信息化发展

依法合理、有序地进行。

保险经营管理的信息化。保险经营管理的信息化可以归

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保险经营管理理念的信息化。保险经营管理理念的信息

化是指保险经营者在其经营管理的整个过程中，时刻关注保险信

息的采集、处理和利用，一切经营决策以保险信息为基础。在保

险市场营销过程中，保险经营者应该及时了解每张保单保险金额

的分布情况、保险客户的群体特征等信息，以便及时调整营销策

略。在寿险保单保全方面，保险经营者应了解保单状态，分析失

效原因，制定保全措施。在精算方面，保险经营者应该及时了解

承保标的的特征（如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保险金

额等）、理赔信息（包括索赔频率、索赔金额分布等）等，据此

对分保方案和准备金进行调整，并对公司经验生命表进行修正。

保险管理方法的信息化。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信

息设备的不断完善，各种管理办法不断推陈出新。如运用决策支

持系统支持管理层的战略决策，运用代理人管理系统实现对保险

代理人的有效管理，运用财务软件实现分险种、分业务渠道核算

等精算软件提高寿成本利润，运用 险精算的效率，

运用电话中心支持客户资源管理、市场调查和营销策略的制定

运用内部信息网实现保险公司办公自动化。计算机技术、通讯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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