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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保险是现代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风险管理功能，是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在服务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保险业历经风雨，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发

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保险

业迎来了改革发展的春天，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

前进道路。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保险业着眼于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推进改革开

放，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在又好又快发展方面迈出了坚实步

伐。 



经过近年来的改革发展,保险业已经站在新的发展起

点，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一是市场体系站在新起点、进入新

阶段。近年来保险业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一批新的保险

机构相继设立，一些新的保险业务从无到有，保险中介市场、

再保险市场稳步发展，初步形成了多种组织形式、多种所有

制形式并存，功能相对完善、分工比较合理的保险市场体系。

二是服务能力站在新起点、进入新阶段。保险业始终自觉将

行业发展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断增强服务和谐社会建

设的能力。近六年来赔付超过 1万亿元。保险逐步成为服务

民生、改善民生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成为支持投资、扩

大消费和保障出口的重要因素，成为优化金融结构、提高金

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力量，成为促进社会管理和公共

服务创新、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重要方式。三是行业整体实

力站在新起点、进入新阶段。2008 年全国保费收入 9784.1

亿元，超过 1980 年到 1999 年 20 年全国保费收入的总和。

我国保费收入世界排名第 6位，比 2000 年上升了 10 位。保

险公司总资产达到 3.7 万亿元。保险的三大功能得到有效发

挥，在应对灾害事故、服务新农村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参与社会风险管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四是保险监管站

在新起点、进入新阶段。在保险业发展初期，国有独资保险

公司占绝对主导地位，保险监管以市场行为监管为主。经过



近年来的探索和实践，保险监管理念不断成熟，监管制度逐

步健全，保险法律制度体系逐步完善，建立起市场行为、偿

付能力和公司治理三支柱的现代保险监管框架，形成了风险

防范的长效机制。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保险业牢固树立和深入

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大胆创新，逐步探索出一条具

有中国特色的保险业发展道路，初步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下保险业为谁发展、怎样发展和发展一个什么样的

保险业等问题，为新时期保险业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

向。一是必须始终坚持一个根本，即以人为本。保险业坚持

把保障人的生存需要、提高人的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作为最根本的目标，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

作为保险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二是必须始终坚持提高两

个能力，即科学发展的能力和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能力。在

保险业发展的初级阶段，从根本上解决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不相适应的主要矛盾，必须加快转变发

展方式，不断提高保险业科学发展的能力。保险作为一种市

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社会互助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与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内在一致性，保险业应该而且能够

在服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三是必须始

终发挥三大功能，即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风险管理功



能。充分发挥保险的三大功能，顺应了时代发展对保险业的

要求，有利于拓宽保险业发展思路，有利于实现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有利于更好地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和服务民生。

四是必须努力处理好四个关系，即加快发展与防范风险的关

系、市场机制与政府推动的关系、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

系、推进创新与加强监管的关系。这是探索中国特色保险业

发展道路的根本方法。 

2009 年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充满挑战的一年。面对严

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全行业牢牢把握保险工作的主动

权。上半年保险业较好地实现了防风险、调结构、稳增长的

目标。实践再次证明，建设中国特色的保险业发展道路的发

展方向和政策措施是符合实际和富有成效的。 

在保险业蓬勃发展的大潮中，宁夏保险业也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和进步。改革开放以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心

和支持下，宁夏保险业广大干部职工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认真贯彻落实保监会党委的各项决策部署，以改革创新推动

快速发展，以结构调整实现持续发展，以加强监管促进健康

发展，全行业保持了年均 37%的发展速度，保险市场体系不

断健全，行业基础建设不断加强，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三

农”不断实现新突破，参与社会风险管理不断取得新成绩，

为促进自治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作出了积极贡



献。 

2008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也是宁夏回族自治区

成立五十周年。宁夏保监局组织编写了《宁夏保险业发展五

十年（1958-2008）》一书，力求系统地反映半个世纪以来宁

夏保险业走过的路程。该书既有对历史的回顾，也有对现状

的描述，较为全面客观地总结了行业发展的过程。希望宁夏

保险业继续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

实到各项工作之中，坚定信心，发奋图强，真抓实干，继往

开来，努力开创宁夏保险业发展的新局面，为自治区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序    二 

 

保险是现代金融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险事业的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1958 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掀开了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

5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宁夏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为宁夏保险事业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50 年风雨历程，50 年沧桑巨变。宁夏保险业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1958 年，全区只有 1

家保险公司，保费收入 40 万元。2008 年，全区保险主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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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1 家，总资产 65 亿元，保费收入近 32 亿元，形成了国

有公司、股份制公司、专业中介机构、兼业代理机构共同发

展、多元化的保险市场格局。无论是资产规模还是整体实力，

无论是行业竞争力还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都实现了

量变到质变的跨越，保险业已经成长为全区重要的金融服务

业之一。宁夏保险业 50 年的发展实践，是中国保险业自强

不息、奋力开拓、不断发展在宁夏的缩影。 

近年来，宁夏保险业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保险

服务领域不断拓展，保险业务规模逐步扩大，保险市场体系

日趋完善，保险监管水平不断提高，保险功能作用进一步发

挥，为宁夏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宁夏保监局立足地方保险业发展实践，适应新形势发展

的要求，组织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员编写了《宁夏保险业发展

五十年（1958-2008）》一书，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全书以自治区成立 5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宁夏保险

业发展改革历程为主题，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宁夏保险业的发

展脉络，准确把握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政策方向，科学分析了

今后一段时期宁夏保险业的发展趋势，对促进宁夏保险业又

好又快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推动作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衷心希望宁夏

保险业能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更加开放的思想观



念，更加执著的奋斗精神，更加扎实的工作作风，开拓创新，

勇于进取，为促进宁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再立新功！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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