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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宣布中国金融业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保险业在短时间内

向外资全面开放。毋庸置疑，内地保险业将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迎来大发展，内地保险市

场的吸引力将不断增强。

一水之隔的香港保险业就已经与内地保险业建立了紧密联系，“香港保险热”即是证明。但

如果把这股内地居民赴港投保热潮放置于内地保险业迅速发展和中国金融业不断扩大开放

的背景中，人们会发现，热潮之下涌动着巨大机遇。
 

已经享受到内地保险市场发展红利的香港保险业，有望通过更深层次的合作同内地保险业

实现共赢。

热潮仍未退去

家住深圳的代先生把年幼的女儿视为掌上明珠，平时自然也没少为孩子操心打算。最近，

他正在考虑为女儿购买一份重疾险。“孩子现在年纪小，越早买越划算，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想

给孩子以后的生活添份保障。”代先生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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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他的很多朋友一样，代先生也把目光投向了对岸的香港保险市场。

对于香港保险，代先生并不感到陌生，“我已经听周围的朋友谈论的太多了。我也不知道香

港保险是怎么一下子就火起来了，但就是感觉身边的朋友突然间都在谈论香港保险，很多人都

去香港买保险。”

内地居民赴港投保热潮的确汹涌澎拜。

香港保险业监理处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6年至2015年，内地居民赴港投保为香港保险

业所带来的新增保费收入从2006年的28亿港元，暴涨至2015年的316亿港元，占香港保险市

场个人寿险业务新增保费的比重从2006年的5.3%增长至2015年的24.1%。2016年前三季

度，来自内地居民的新增保费收入更是高达489亿港元，占同期个人寿险业务新增保费的比例

也跃升为37%。

在与香港隔江相望的深圳，代先生告诉记者，他妻子所在单位的同事们经常结伴去香港买

保险，有时候一去就是十几个人，自己做香港保险代理的朋友更是忙得不亦乐乎。

2016年初，这股热潮开始遭遇监管的寒流。在我国现行的外汇管理政策下，明确支持中国

境内居民个人到境外旅行、商务活动、留学等购买个人的人身意外险、疾病保险，而对于大陆

居民个人到境外购买人寿保险和投资返还分红类保险，属于金融和资本项下的交易，现行外汇

管理政策和法规未明确允许。2016年10月，银联国际发布《境外保险类商户受理境内银联卡

合规指引》称，只允许内地客户在经常项目保险上使用银联卡支付，其他保险项目严禁使用银

联卡支付。

从2016年第四季度至今，香港方面没有再公布新的内地居民赴港投保数据。但据一位香港

保险代理人透露，管制规定对内地居民赴港投保的影响并不大。内地居民赴港投保的热潮有所

降温，但仍未消退。

缘何受到追捧

在代先生看来，保险买的就是保障，公司品牌十分重要，“像香港有些保险公司，已经有一

百多年的历史了，这也证明它们的风险保障能力。”

但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原因让香港保险如此受到内地居民追捧呢？

首先，香港保险产品种类多、创新快、保障广。香港保险产品推向市场的速度快、创新

快、对市场反应快。费率较为灵活，折扣形式较为多样，如大额保单、较为健康的人群、不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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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人群等均有较多形式的折扣。重大疾病险保障全面，对多数重疾都有相对应的轻症保障，病

种的增减有较大的灵活性。

其次是保障型产品费率较低。一是发生率低；二是产品研发定价时无严格的法定发生率限

制，香港监管机关并没有严格限制计算保费的利率和生命表，保险公司可按公司的投资回报和

历史经验去定价，关键是做到结合公司自身情况控制好产品风险。

第三点是理财型产品投资收益较高，且有全球资产配置的作用。长期产品的预期收益率相

比国内保险公司较高，虽然保证部分收益率很低，但是浮动部分收益率很高，具体得看未来产

品实际达成率，展示给客户时还是有一定吸引力；另外一个理财配置的核心优势是美元保单具

有全球资产配置的功效。理财配置方面最后一大亮点是保单融资功能，由于香港市场银行贷款

利率低于保单收益率，所以通过保单融资可以加杠杆放大收益率，当然这种操作只适合在特定

的利率环境下，也有一定的风险性。”

保险和其它金融工具的融合更顺畅，如对于高净值人士的标准配置“保险+信托”的模式在

香港很成熟，在国内则还在完善过程中，也需要机构开展创新。”

香港先进的医疗实力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香港目前的男女平均寿命均排在世界前两

位，发达的医疗技术是主要原因。相较于内地医疗市场，香港可能较早掌握一些领先的医疗技

术，比如最近很火的‘质子癌症治疗方法’。质子治疗是目前治疗癌症的最大型且尖端的癌症疗

法，目前上海、香港都已经引入‘质子治疗’，但由于费用昂贵，大陆保险并不报销相关费用。

内地保险起跑

目前我国寿险保单持有人只占总人口的8%，人均持有保单仅有0.13。但是，像代先生这样将保险视

为美好生活需要的居民越来越多。快速增长的保险需求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在11月22日的新浪金麒麟论坛上，保监会副主席黄洪指出，要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对保险业的影响以及在保险业的体现。进入新时代，保险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保险

供给与人民群众日益迸发、不断升级的保险需求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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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保险业虽然处于快速发展之中，但在现阶段难以完全满足内地居民的保险需求。因此，历史

悠久且发展成熟的香港保险市场的吸引力在这一互相错位的发展阶段得以放大。
 

内地居民赴港投保的热潮对于内地保险业来说，是后发者应该承受的压力，也应当转化为奋力追

赶的动力。在加强万能险监管等一系列意在整治当前行业乱象的强力措施之后，内地保险业正在回

归保障本源，内地保险业的产品也在完善升级，在保障范围、多重赔付、保费豁免等方面不断提升

竞争力。

  

互联网是内地保险业的另一个机会。相比于香港保险业仍以银保渠道和代理人渠道为主，互联网

渠道在内地保险市场上正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中保协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

互联网人身保险累计实现规模保费1010.5亿元。目前内地市场上很多产品都是很优质的保险产品，

保险公司更需要做好客户服务，一方面可以结合互联网科技升级数字化的营销和服务，另一方面可

以以保险为本，为客户构建金融、养老、健康等生态圈，打造以客户为中心的系统化解决方案的提

供商。

在对市场上的重疾险产品进行了一番研究比较后，代先生认为：“内地险企也有自身的很多

优势。比如说，内地保险公司在全国拥有众多网点，对于我们客户来说，能够及时便捷地获取

保障服务是很重要的。”

互补中求共赢

2017年5月16日，陈文辉副主席在北京会见香港保险监理处梁志仁专员，并签署《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险业监督关于开展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等效评估工作
的框架协议》。



8月，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会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双方就内地与
香港保险市场发展与合作、两地偿付能力等效评估以及"保险互联互通"等议题交换意见。

显而易见，内地保险业和香港保险业的联系也在全方位加强。未来，两地保险业在产品、
服务、资金、人才、监管等领域将会有更加积极的合作。

香港保险相对于内地保险而言具有互补性，在内地保险市场逐步释放出巨大潜力的同时，
香港保险市场也将从中获益。看重香港健康保险优势或者货币对冲作用等方面的内地客户会选
择到香港投保，从而使自己的保险保障更加全面。

不久前，第17届粤港澳深四地保险监管联席会议召开。记者从香港保监局了解到，下届会
议拟于2018年下半年在香港召开，四地代表均同意在下届会议上就个别保险业合作专题进行
深入研讨。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内地将按照自己扩大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大幅度放宽金融业的市
场准入。这一开放姿态和实质性举措无疑将会给未来内地与香港保险业的交流、合作、互补、
共赢，描绘出一个美好的发展愿景。届时，日趋成熟的内地保险业将会充分与国际治理标准相
接轨，充分接受国际市场竞争，两地保险业也将在一个更为开放、更为平等的环境里聚合各自
优势，为内地的保险消费者带来更优质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