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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险资产国际化配置的现状与风险
■ 郭金龙 裴宝刚

保险资产 国际 化配置是指 ， 保险机构 出于 自 身投 资管理和

经营管理的 目 的 ，
对外汇资金及外汇资金境外投资所形成的资产

进行投资 、 分配 、 管理的活动和行为 。 在整个全球资产管理市场

中 ， 保险资产管理的规模已经位居第三 ，
保险资产国际化配置是

发展的必经阶段和必然趋势 。

一

些发达市场及部分新兴市场很早

就幵始了保险资 产国 际化配置的进程 。 例 如 ， 英国保险 资金境外

投资的 比例约为 ４０％
， 日 本约为 ２０

°

／。 。

我国保险业在探索资产国际化配置方面 ， 也进行 了有益的尝

试 。 原 中国保监会 自 ２００４年以来 ， 先后 出 台 了
一

系列关于保 险资

金开展境 外投资 业务 的政策制 度和操作细 则 ， 我国保险 资产 国际

化配置开始起步并持续发展。 近年来 ， 我国保险行业保持持续强

劲增长 ， 资产 国际化配置的需求 日 益增强 。

我国保险资产国际化配置的需求 日 益增强

近年来 ， 我国保险行业持续快速发展 ， ２０
１
７年我国 已经成为

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 ， 随着我国保险业的不断加强和深化改革幵

放 ， 我国保险资产国际化配置的需求 日 益增强 。

提高投资 收益率的需求 。 截至 ２０ １
８年底 ， 保险业资产总 锹 为

１ ８ ． ３万亿元 ， 保险资金运用 余额为 １
６ ． ４

１ 万亿元。 ２００ １ 年到 ２０ １ ７

年 ，
我国保险资 金运用 的平均投资 收益率为 ５％ 。 从 中 国 人 寿等

四家上市保险机构公告的 财务 报告来看 ， 受到 资本 市场波动的影

响 ， 四家保险机构２０ １ ８年前三季度的总投 资收益率较 ２０ １ ７年 同期

及 ２０ １ ７年全年均有较大幅度的 下降 。 从长期看
，
在我国经济增长

速度放缓和低利率的背景下 ， 预计未来 我国保险资 金运用 投 资收

益较难 出现大幅上升 ， 提高投资收益率的需求使得我国保险 资产

国 际化配置的需求 日 益增强 。

分散投资风险的需 求 。 我国 资本市场波动性较大 ， 由 此造成

的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的波动性也较大 。 以股票市场为例 。 ２００６

年 至 ２００８年 ， 上证综指 出现从不到 ２０００点上涨到 ６０００点 以上又

跌回 ２０００点以下的
“

过 山车
”

行情 ， 类似的大涨大跌在２０ １ ５年再

次上演
，
期间上证综指最高为 ５０００多点

， 最低为３０００点以下 。 而

美国股市在２００７年到 ２００９年的金融危机期 间
，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

数经历了 从 １
４０００点到 ６５ ００点的大跌 ， 但跌幅仍低于上证综指。

２００９年之后
， 美国股市出现了长达近十年的慢牛行情 ，

期 间再未

出现过超过２５％的下跌 。 从整体经济情 况来看 ， 我国近年来经济

增速持续下降 ， 系统性风险积累 ， 保险资产国 际化配置成为必然

选择 。 中 国香港 、 欧美等成熟资 本市场 ， 市场制度成熟 ， 投资品

种丰 富 ， 市场体 最巨大 ， 能够满足我国保险机构分散投资 风险的

需求 。

应对汇率波动风险的需求 。 由 于我 国经济增速下行 ， 国 内外

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多变 ， 会影 响 人民 币汇率 ，
尤其是贬值预期此

起彼伏 ， 为了规避汇率波动风险 ， 保险资产国 际化配置需求将增

加 。

我国保险资产国际化配置的现状和监管制度

我国保险资产 国际化配置的现状

我 国保险资产国际化配 Ｂ
１

的金额增 长较快
，
但占整 个保险资

金运用 余额的 比例依然很小 ， 另外还呈现出投资地域和投资 品种

集中度 高 等特点 。 我国保险资产 国 际化配？还处在发展进程的初

级阶段 。

从总＊上看
，
截 至 ２０ １ ８年 ７月 底 ， 我国保险资金境外投 资余

额约为 ７７ ４亿美元 ，
约合 人 民币 ５ １ ００亿元 ， 增长速度较快 。 从 占

上年末总资产的 比例 来看 ， 近年来 比例虽略有上升 ， 但仍然没有

超过３％
， 距离银保监会规定的 １ ５％上限还有很大空间 ， 也远低于

美国 、
英国 、

日 本等发达市场 。 由此可见 ， 我国保险资产的 国际

化配 置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 （ 见图 １
）

从投资的地域来看 ， 保险资金境外投资 的地域集 中度高 ， 以

中国香港和美国 、 欧洲等发达市场为主。 其中投 资中 国香港市场

以股票为主 ， 投资欧美市场 以不动产和股权为 主 。 ２０ １４年 ９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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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我国保险资金境外投资余额及占 比

７００

４００

１ ００画議
我 国保险 资金境外投资余额中港币资产 占 比达到 ８２％ ， ２０ １ ５年底

港币资产 占 比为６７％ 。

从投 资 的品种看 ，
监管机构在制度上松 了绑 ，

允许投资的

境外产品包括银行存款、 票据 、 债券 、 股票 、 股权 、 不动产 、 金

融衍生品等 。 但在实际操作中 ，
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产品集 中度

仍较高 ，
主要集中于股票 、 股权 、 不动产这三大类 。 截至２０ １ ５年

底境外投资余额 占比前三名分别是股票 ４２％ 、 股权投资２４ ． ８％和

不动产 １ ２ ． ４％
， 合计 ７９％ 。 从近年来的趋势看 ， 股权和不动产的

比例逐渐提高 ，
截至２０ １ ８年 ７月 底股权和不动产合计的比例达到

５ ２％。

我国 保险资产 国 际化配置的监管制度

从 ２００４年至今 ， 我国保险资产国 际化配置的监管制度经历了

从无到有 、 不断发展的过程 ， 政策保障不断确立 ， 监管范围不断

放宽 ，
规范细则不断完善 。 整个过程可分以下三个阶段 ：

初步建立阶段。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５年 ， 原中 国保监会、 中国 人民银

行等监管机构 ， 开创性的发布 了多个对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相关

法律 ， 第
一

次从制度层面认可了保险机构将外汇资金进行境外运

用 。 首先放开的投资产品是银行存款 、 票据 、 债券等低风险高 流

动性产品 ， 之后又开放了 中国企业在海外成熟资本市场发行的股

票 。 另外还对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投资范围和比例 、 资金托管模

式 、 外汇 币种等进行了进
一

步细化的 规定 。 这标志着我国保险资

产 国际化配置的相关制度的初步建立 。

完善与细化阶段 。 ２００７
？

２０ １
４年 ， 原中 国保监会 、 中国 人 民

银行 、 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监管机构 ， 继续完善和细化相关法规 ，

发布 了 《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 及其实施细 则 。 在投

资 比例方面 ， 规定境外投资总额的上限为上年末总资产的 １ ５％ ，

在投资地域方面 ， 逐步扩大为４ ５个国 家和地区 （ ２５个发达资本市

场和２０个新兴资本市场 ） ： 在投资产品方面 ， 逐步拓展为货 币市

场
、
固定收益 、 权益产品 、 不动产 以及境外的基金这 四个方面。

持续发展阶段 。 ２０ １ ５年至今 ， 我国保险资产 国际化配置的监

管制度持续发展 ，
在保险资金委托投资 、 投资品种范围 、 从业人

员和资质等方面进行了补充和细化 。 ２０ １６年
、

２０ １ ７年原中国保监

会先后允许保险资金参与
“

沪港通
”“

深港通
”

。 ２０ １ ７年４月 ，

原 中 国保监会发布指导意见 ，
鼓励保险公司参与建设

“
一带

一

路
”

。

我国保险资产国 际化配置的风险分析

国际 市场的投 资环境较国 内更加复杂
，
有更多 的 风险和挑

战
。
根据风险的来源 ， 可分为 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 。 其中 ， 内部

风险指保险机构内部产生的风险因素 ， 主要包括决策风险 、 操作

风险等 Ｉ 外部风险指保险机构面临的来 自 外部的风险 因素 ， 主要

包括市场风险、 政治风险 、 法律风险等 。

决 策风险和操作风险

决策风险是指在投资决策过 中
，
由于投资能力不足 、 决策机

制不完善 、
投资 目 的错位等原 因造成对经济环境 、 资产价值等方

面的错误判断 ， 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 的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在进行投资操作时 ，
由于人为或非人为 的 原

因 ，
错误执行投资操作 ，

给投资者造成经济损 失的风险 。 造成操

作风险的原因可以是人为原因 ，
包括人为故意或者人为失误 ，

也

可以是非人为原因 ， 如信息系统故障等 。 在投资操作中 ， 操作风

险难以预判 ，
且容易被忽视 ， 因此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 。

一

般

的操作风险多见于需要频繁操作的产品投资 中 ， 如股票 、 外汇 、

期货
、
期权等 。

以 中 国平安投资富通集团 为例 。 ２００７年 １ １月 至２０ １ ８年 ３月 ，

中 国平安投资富通集团 的累计金额约２ ３８ ． ７４亿元人民 币 ， 到 ２０ ０８

年 末该笔投资 的账面净值仅剩 １ ０ ． ８ ５亿元人民 币 ， 减值比例高达

９ ５ ． ６％ 。 当时的中 国 平安 以保 险业 务为主 ， 其战略 目 标是 打造

“

保险 ＋银行＋资产管理
”

三大业务板块 。 中 国平安在收购 了 富

通集团 ４ ． ９９％股权之后 ，
又于 ２００８年４月 发布公告 ， 拟斥资 ２ １ ． ５

亿欧元收购 富通集团旗下富通 投资管理公司 ５０％的股权 。 次贷危

机从２００７美 国开始 ，
迅速波及欧洲 、 日本等主要资本市场 ， 并发

展为金融危机 ， 大量金融机构陷入危机 。 富通集团受到次贷危机

的影响 ， 其股价从 ２００ ７年４月开始持续下跌 ， 中 国平安没有意识

到次贷危机的严重性 ， 反而认为这是抄底投资 的好机会 。 但是在

当时的市场环境下 ， 中国平安已经失去了通过境外投资实现战略

布局 的机遇 ， 幸好中国平安及时终止了对富通投资 管理公司 的收

购 。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 由于市场环境 、 金融环境
、
产业政策等因 素的

变化 ， 对投资产品的价格 、 收益率 、 流动性带 来不确定性 ，
从而

１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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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投资者带来经济损失 的风险 。 除 了投资产品方面 ， 市场风险还

包括 了汇率风险 ， 我国 和投资国的货币政策 、 经济增长预期 、 通

货膨胀等因 素都可能造成汇率变化。

从我国保险资产国 际化配置的结构来看 ， 主要配置的方向有

香港的股票 、 欧美 中心城市核心区域的房产和境外金融机构的股

权
。
相应的 ， 主要的市场影 响因 素包括香港股票价格 、 欧美核心

区域房产价格和汇率等 。

从香港股市三大指数的走势 来看 ， 截止到 ２ ０ １ ９年 ３月 ８ 日 ，

最 近
一

年 恒 生 指数 、 国 企 指 数 、 红 筹 指数 的 收 益 率分 别 为

８ ． ９ ３％
、

－

１ ０ ． ２ ５％ 、

－

２ ． ３ ７％ ， 最近三年 恒生指数 、 国 企指

数
、
红筹指数 的年化收益率 分别为 １ ２ ．

１ ８％ 、 ９ ． ７４％ 、 ６ ． ７ １ ％ 。

由此可见港股虽然在 近期 有所下降 ， 但长期看仍获得 了较高的

年化收益率 。

从 美国标准普尔 ／Ｃ Ｓ房价指数的走势来看 ， 美国 １ ０个大中城

市房价呈现波浪形变化 ，
２００ １ 年到 ２００６年中快速上升 ，

２０ ０６年

中到 ２ ０ １
１年末呈下降趋势 ，

２０ １ ２年至 今 稳步上升 ， ２０ １ ８年上涨

３ ． ７６％ ，２０ １６
￣

２０ １ ８三年复合增长率为４ ． ８ １％ 。

从 美元 、 欧元 、 港 币 兑人民 币的 即期汇率变化的整体情况来

看 ， 从２０ １ １年 到 ２０ １
９年３月 ８ 日 ， 美元和港 币兑人 民币 基本稳定 ，

欧元 兑人 民 币有所下降 ； 从最近
一

年来看 ， 美元兑人 民 币升值

６ ． １ ５％ ， 欧元兑人民 币 贬值３ ． ３ ７％ ， 港 币 兑人民 币升值 ５ ． ９ ７％ ，

从最近三年来看 ， 美元兑人民 币复合增长率为 １
． ０７％ ， 欧元兑人

民 币复合增长率为 １
． ８０％ ， 港 币兑人 民 币复合增长率为０ ． ７０％ 。

政治和法律风险

海 外市场的政治环境 复杂 ，
政治环境的变化会导致经营环

境 、 金 融政策 、 外交关 系的变化。 政治风险根据发生机制包括投

资国本 身的政治局势风险和投资国 对我国的投 资政策风险两个方

面 。 首先 ， 如果投资 国的 国际政治局势发生动荡 ， 如发生换届 、

动乱甚至战争时 ， 将会使整 个国家的政治环境 不稳定 ， 从而必然

影响经济环境 。 其次 ， 投资国 对我国的政策变化 ，
也将给保险资

金的国 际化配置带来风险 。

法律风险是指在保险资产国际化配置过程中 ， 由于投资行为

不符合国际或者投资国法律法规 ， 给保险机构造成经济损失 的风

险 。 造成法律风险的 内部原因有 ， 我国保险机构对国际和投资国

的法律法规和法律体系不了解 ， 或者是在投资实施过程中法律意

识淡薄 ， 重视程度不足 》
造成法律风险的 外部原因 有 ，

投资 国本

身的法律体系 不健全不完善等 因素 。

世界银行定期 发布全球两百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全球治理指数

（ＷｏｒｌｄＧ 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
ｎ ｄｉ

ｃ ａ ｔｏｒ
） ， 从六个方面衡量

一

个国家或

地区的政治和法律治理程度 ， 百分制得分越高 则治理程度越高 ，

相应的政治和法律风险越小。 从世界银行发布的２０ １ ７年全球治理

指数得分来看 ，
《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 中

指定的２５个发达市场的得分普遍较高 。 （见表 １
）

《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中指定的２０个

新兴市场的得分则大幅低于发达市场 ， 这说明新兴市场有更大的

政治和法律风险 。 其中有少数新兴市场的得分相对较高 ， 说明其

政治和法律风险相对较小。 如智 利 、 中国 台湾 、 韩 国 、 捷克 、 波

兰
， 多个指标得分达到 ８０以上 。 （见表 ２ ）

值得注意的是 ，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大部分不在 《保险资

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 中指定的４５个境外市场范围

内 ， 其 中有些国家存在较大的政治和法律风险 ，
如缅甸 、 老挝 、

柬埔寨 、 伊朗 、 伊拉克 、 叙利亚、 约旦 、 黎巴嫩 、 沙特阿拉伯 、

也门等 。

我 国保险资产国际化配置的机遇与限制

当前我国保险资产国 际化配置的机遇与限制 并存 。 机遇主要

体现为监管政策的转变和
“
一

带
一

路
”

战略 的需要 。 同时 ， 我国

保险资产国际化配置的限 制因 素也是实实在在的 ， 如外汇限制和

表 １ 部分发达市场 ２ 〇 １７年全球治理指数 （
ＷＧ

Ｉ

） （百分制 ）

国家 ｙ

地 区

话语权与

问责制

政治稳定

与无暴乱
政府效能 监管质里 法制程度 防控腐败

中国

香港 ６０ ． ５ ９ ７ ５ ． ２４ ９７ ． ６０ １ ００ ． ００ ９３ ． ７ ５ ９２ ． ３ １

曰本 ８０ ． ３０ ８９ ． ０５ ９３ ． ２ ７ ８９ ． ９０ ８９ ． ９０ ９０ ． ３８

美国 ８２
．

２ ７ ５９
．

０５ ９２
．

７９ ９２
．

７ ９ ９
１ ．

８ ３ ８８ ． ９４

加拿 大 ９６
．

０６ ８８
．

５７ ９７
．

１ ２ ９７
．

６０ ９５
．

６ ７ ９５
．

６ ７

德国 ９５
．

５ ７ ６６
．

６７ ９４２３ ９５
．

１ ９ ９ １３５ ９４２ ３

瑞 士 ９８０３ ９２ ． ８６ ９９
．

５ ２ ９７ ． １ ２ ９８
．

５６ ９６
．

６ ３

荷兰 ９ ９ ． ０ １ ７９ ． ５２ ９６ ． ６ ３ ９８ ． ５６ ９ ７ ． １ ２ ９５ ． １ ９

英国 ９ ３ １ ０ ５６ ． ６７ ９０ ． ８ ７ ９４ ． ２３ ９２ ． ７９ ９４ ． ７ １

法国 ８５
，

７ １ ５ ４ ．

２９ ８ ７
． ９８ ８ ３

．

６ ５ ８９ ． ４２ ８７ ． ５０

资料来膘 世界银行 。

表２ 部分新兴市场 ２ 〇 １７年全球治理指数 （
ＷＧ Ｉ

） （百分制 ）

国家
＇

地区

话语权与

问责制

政治稳定

与无暴乱
政府效能 监管质虽 法制程度 防控腐败

中 国

台湾 ８０ ． ７９ ７６ ． ６ ７ ８６ ． ５４ ８９ ． ４ ２ ８４ ． ６２ ８ １ ． ２５

印度 ６０
． １
０ １ ７

． １ ４ ５ ６
．

７３ ４２ ．

３ １ ５２
． ８８ ４８ ． ５ ６

印尼 ５０
．

７４ ２９
．

０ ５ ５４
．

８
１

５
１ ．

９２ ４０ ．

８７ ４８ ． ０８

韩 国 ７ １
．

４３ ５８
．

５７ ８２
．

２ １ ８２
．

２ １ ８５
．

５８ ６ ７
．
７９

捷克 ７６ ． ８５ ８４ ． ２ ９ ８ １ ． ２ ５ ８６ ． ０６ ８３ ． ６５ ７０ ． ６７

俄罗 斯 １ ８ ． ７２ ２ １ ． ４ ３ ５０ ． ４８ ３ ２ ． ６９ ２ ２ ． １ ２ １ ７ ． ３ １

资料来源 ： 世界银行。

１ １ ５



ＦＩＮＡＮＣ ＩＡＬＭＡＲＫＥＴ金融市场

投资管理能力不足等 。

我国保险资产国际化配置的机遇

监管放松与政策支持 。 我国保险监管部 门从２０ ０４年８月 颁布

了 《保险外汇资金境外运用管理暂行办法》 以来 ， 又陆续发布了

《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 及其实施细则等重要文件 ，

监管方向经历了从限制到放松到 鼓励 的过程 。 如投资比例从最初

的试点到 目前 １ ５％的境外投资 比例上限 ， 投资地域从最初的指定

少数几个海外成熟市场拓展为 ２ ５个发达市场和 ２ ０个新兴市场 ， 投

资产 品从最初的银行存款 、 票据 、 债券等低风险高流动性产 品逐

渐增加 了股票、 股权 、 不动产 、 金融衍生品等 。

香港市场的近水楼台 。 香港是重要的国 际金融中心 ，
产品种

类丰富 ， 市场制度完善 。 以香港股票为例 ，
香港股市的平均市盈

率长期低于Ａ股市场 ， 是价值洼地 ， 同 时 ， 大量的 中国 内地企业

在香港上市 ， 国 内 的保险机构了解和研究国 内企业更加容易和方

便。 另外 ， 香港 釆取联系汇率制 度 ， 港币相对于美元更加稳定 ，

能够规避人民币汇率风险 。 ２０ １
６年６月 和 ２０ １ ７年 ７月 ， 原中国保监

会先后发布了监管 口径 ， 允许保险资金参与
“

沪港通
”

和
“

深港

通
”

， 且不 占用 ＱＤ Ｉ Ｉ额度 。

＂

―

带
一

路
”

的战略机遇 ＾２ ０ １ ７年４月 ２７ 日
， 原中国保监会

发布了 《中 国保监会关 于保险业服务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的指导意

见 》 （ 以下简称 《指导意 见》
） ， 强调 了我 国保险业参与建设

“
一

带
一

路
”

的 重要使命和重大意义 ， 并在保险支付体系 、
保险

业国 际化 、 保障措施等方面提 出 了 具体要求 。 截至到 ２０ １ ８年 ８ 月

末
，
我国保险资金投资

“
一

带
一

路
”

项 目 的总金额达到 ９９０７ ． １ ５

亿元人民 币 。 预计在未来 ，

“
一

带
一

路
”

相 关产业仍然是保 险资

金境外投资的重要方向 。

我国保险资产国 际化配置的限制

外汇管制保险资金境外投资除了受到银保监会的监管以外 ，

还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监管 。 目 前我国资本项 目 的监管尚未完

全放开 ， 保险机构没有渠道获得足够的外汇资金。 截至 ２０ １ ８年４

月 ， 共有４４家保险机构获得合格境内机 构投资者 （
ＱＤ Ｉ Ｉ ）资格 ， 总

的ＱＤ Ｉ Ｉ额度为３ ２８ ． ４３亿美元 ， 约 占保险资金运用 余额的 ２％ ， 这

严重限制 了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的规模和比例 。

专业人才缺乏 。 国 际化投 资对人才 的要求 很高 ， 不仅要求

有扎实的投资理论能力和投资实践经验 ， 而且要求有全球化的视

野 ， 把握投资 国 的经济发展规律 。 相 比于国 际化的大型保 险集

团 ， 我国保险机构虽 然在体量上已经逐步赶上 ， 但具有全球化市

场把控能力的专业投资人才非常缺乏 。

投资经验与投资能力不足 。 我国保险资产国际化配置尚处于

初级阶段 ， 境外投资的实际操作经验不丰富 ， 尚未建立完善的投

资分析 、 投资决策 、 投资管理流程 。 我国保险机构在投资管理 、

行业及市场研究 、
资产挖掘 、 风险控制 等方面 ， 其经验和能力 尚

无法满足 自 身资产国 际化配置的需求 。 实际操作中 ，
我 国大部分

保险机构 以委托第三方资产管理机构为主 ，
独立投资管理为辅 。

这使得我 国保险机构在投 资管理方面依赖于第三方 资产管理机

构 ， 同时也减少了建设 自 身投资能力的机会 。

对我国保险资产国际化配置的建议

基于我国保险资产国 际化配置的现状 ，
面临的风险 、 机遇和

限制 ，
给出 以下几点建议。

应对外汇管制方面。 短期 内我 国外汇管制 不会大规模放开 ，

保险公司机构应 当积极拓展全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 。 加强与国 际

专 业投资机构的合作和 交流 ， 选择专业的合作伙伴 ， 借助国际成

熟资产管理机构的成熟经验。

一方面可以降低投资风险 ， 另
一方

面可以在合作过程 中学习成功经验 ， 提升 自 身能力 。

在投 资能力建设方面 。 我国保险机构应加大人才 引 进的力

度 ， 引进具有全球视野和 国 际投资经验的专业人 才 ，
在组织机

构 、 岗位设置 、 薪资制度方面进行创新 。 同时应建立专业的投资

管理团 队 ， 在市场研究 、
投资分析 、

投资实施
、
投资管理方面进

行系统化的建设 ， 不断完善投资流程 ，
提高投资能力 。

在资 产配置方面。 保险机构需要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 ，
积极

拓展投资区域 、 投资范围 。 投资 区域方面可逐步改善以香港为主

的单一投向 ， 增加在其他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的资产配置 。 随着

保险资产管理机构投资能力的提升
，
以及与成熟合作伙伴不断学

习和借鉴 ，
保险机构可以逐渐配置其他金融产 品 。

在风 险管理方面 。 提高风险意识 ， 建立事前预警 、 事 中控

制 、 事后修正的风险管理制度 ， 完善风险管理体系。

保险机构可借人民 币 国际化和
“
一

带
一

路
”

战略的东风 ， 尝

试使用人 民 币进行境外投资配置。 ？

（ 作者单位 ： 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 中国社

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金融系 ）

责任编辑 ： 伯 阳
６
９４ｗ９５９ ２＠ ｑｑ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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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 ｒＷ
中小银行应加快实施管理会计歩

伐／李纪建

面对外部经营环境综错复 杂 ． 内部管 理基

础 相对薄 弱 ． 竞争环境加剧 等 内外部挑战 ． 中

小商业银 行加快推 动经营 转型和提升精细 化管

理水平已 刻不容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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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３

我国保险资产国际化配置的现状
Ｓｔａｔｕｓ

与风险／郭金龙 裴宝刚

在 整个全球 资产 管理市场 中 ． 保险 资产管理

的 规模 已经位居第三 ， 我 国保险 业在探 索 资产国

际化配 置方 面 ． 也进行了 有 益的 尝试 。 近 年来 ．

我国保险行业保持持续强劲 增长 ． 资产 国 际化配

置 的 需求 曰 益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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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ｉ 刘东民 宋 爽／数字稳定币诱发 国际货 币竞争新格局

高惶惟 董 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维护经济金融安全

业银行
邓 宇 ／商业银行零售 ３ ． ０的 发展现状和竞争策略

梁洪基 何超 ／我 国商业银行不良资 产监测 和处置的 制度框架

少２ 王 炜 ／
＂

三最
’ ’

银行践行数 字普 惠金触

—浙江农信联社数字化实践

杨贵院 ／对 商业银行合规管理与金 融法治建设的思考

＜川 蒋 亮 ／商业银行该如何应对互联网
“

下半场
＂

？

丨 ０ ３ 李纪建／中小银行应加快 实施管理会计步伐

Ｉ

金融市场
ｌ （Ｋ＞ 钟春平 冯 明 ／金融市场风险及其交叉传染 ： 成 因 ． 路径与对 策

Ｉ Ｈ） 朱元甲 韩晓宇 孙晓 （１５／国有 资本ＰＥ发展动因

丨 １ ３ 郭金龙 裴宝刚／我国保险资产 国 际化配置 的现状与风险

丨 １
丁 许 言 陈子曦／商誉减值

——

上市公司 的
”

达摩克利斯之剑
”

１ ２ １ 张 浩 姜维权／对外开放背景下我国信用 评级市场发展策略

丨 ２３ 冯黎黎 ／商 业保理业务规范发展之路

资产管理
张春子／新时代 中 国资产管理市场 的发展趋势

交村金融
ｌ

：Ｗ 宋慧中 李万超 苏嬅媛／

打造金融信用综合服务平台 破解 中小微企业融资 困局

——

基于辽宁鞍山 案例的分析

１
３２ 中国人民银行葫芦岛中心支行课题组／

普惠 金融视角下 的金融精准扶贫

：融科技
１
３４ 伏跃红 徐 枫 施红明／金融科技市场现状与趋势演变

１ ３ ７ 信息化联合课题组／从信息化迈向 智能化

——基于深圳 司法机关与平安银行的创新实践

１ ３９ 彭 越／数字货币 的
＊＊

罪 与罚
”

ｍ 王松奇／罕见好人 周升业

１ ４ ３ 吴 清／永远的老师

—

深切怀念周升业教授

６５ 阅读厅封二 分 众传 媒 封 丨 捫 易酩 丨Ｅ封成 中 Ｗ金触创新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