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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保险经纪公司风险管理常见问题及对策

●李京娥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保险经纪业务也有了长足发展.保险经纪公司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

也在不断提升,但在快速发展中也暴露出了一些管理问题.因此,本文从保险经纪公司风险管理现状、面临

的内外部风险、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出发,从保险经纪公司风险管理面临的内外部环境、风险管理环节和内容

两个方面,系统剖析了保险经纪公司风险管理中存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以期为保险经纪公司提

升风险管理水平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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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险经纪公司风险管理现状

２０００年初开始，我国保险中介机构、代理公司的规模

一直在扩大。 截至２０２２年末，据统计的保险专业中介公司

数量达到２５７７家，其中保险经纪公司达到了４８８家。 作为

保险行业分支子行业，保险经纪行业链接投保人与保险公

司，服务于投保人，制定科学投保方案、匹配保险人、办理

投保手续；协助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及时索赔，在保险业务

中，充分发挥委托保险公司与受委托保险公司间的桥梁作

用。 此外，面向投保人和潜在客户，为委托人提供防灾、

防损与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咨询服务。 保险经纪行业发展

呈现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

随着行业的蓬勃发展，保险经纪业务企业风险管理也呈

现出不断向好局面，风险管理内外部环境不断完善，管理能

力得到有效提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法律法规不断完善：２０２２年２月起实施的《保险中

介行政许可及备案实施办法》，进一步规范了银保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实施保险中介市场行政许可和备案行为，明确相应

条件和程序，保护了申请人合法权益。 同时，《保险经纪人

监管规定》规范了保险经纪人经营行为，能保护投保人、被

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 但保险经纪

业务法律法规相对较新，相关的监管机构和监管措施也还在

不断完善和发展中。 (２)整体行业风险意识逐步增强：随着

保险市场的不断发展和监管力度的加大，保险经纪公司的风

险意识逐步增强。 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重视风险管理，加

强内部控制和风险评估，提高对风险的认知和理解。 (３)从

业人员专业能力不断提升：保险经纪公司的员工在风险管理

方面的专业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他们通过参加培训、学习

和实践，提高了风险管理的知识和技能，能够更好地进行风

险识别、评估和控制。 (４)风险管理工具和技术应用水平的

提高：一些保险经纪公司开始引入和应用风险管理工具和技

术，以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和精确度。 他们使用风险评估

模型、风险管理软件等工具，帮助企业进行风险识别、测量

和监控。 (５)企业风险管理流程逐步完善：保险经纪公司在

风险管理方面的流程也在逐步完善，多数企业建立了相应的

风险管理流程，明确了风险管理的责任和流程，加强了对风

险管理工作的监督和控制。

保险经纪业务面临的主要风险

保险经纪业务受内外部风险的影响，面临的风险变得多

元化。 如对于风险管理，要对主要风险进行识别和评估，

进而开展风险应对管理。 目前，保险经纪业务面临的主要

风险如下。

(一)主要外部风险

(１)市场风险：保险市场波动性较大，包括利率风险、

汇率风险、股市风险、市场竞争加剧、行业政策调整等。

保险经纪公司在市场风险管理方面存在诸多挑战，这些风险

可能影响保险经纪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份额，一些公司可

能因为竞争压力过大，而采取高风险的经营策略。 (２)法律

风险：保险经纪公司在业务开展中，可能涉及法律法规的遵

守问题。 法律风险是一个需要重视的方面，未能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可能会产生法律合规风险，如违规销

售、违规宣传等。 (３)信用风险：保险经纪公司与保险公

司、客户等多方面有着复杂的信用关系，信用风险是一个常

见的问题，如客户违约、恶意投保、拖欠保费、虚假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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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违约等。 同时，与保险公司、第三方服务提供商

等合作伙伴存在信用风险、服务质量问题等，可能对公司经

营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存在不足，更

容易导致信用风险积累和暴露。

(二)主要内部风险

(１)操作风险：主要包括如管理层失误、人为错误、员

工行为不端、系统故障、流程不畅、虚假宣传、违规销售等

风险，操作风险可能导致事实上损失的发生，影响公司的经

营效率和声誉。 (２)技术风险：信息系统安全问题更加隐

蔽，风险更大，如信息系统安全漏洞、数据泄露、网络攻击

等技术因素，可能对公司的业务运作产生负面影响，增加技

术风险。 (３)人才风险：人才流失、人员素质不足可能导致

人才风险，影响公司的经营和服务质量。 (４)产品风险：推

出的保险产品可能存在设计缺陷或者风险隐患，导致赔付风

险增加。

保险经纪公司风险管理的重要性

(１)有效降低经营风险。 通过对潜在风险进行分析和评

估，可以帮助保险经纪公司更好地了解和识别风险，从而采

取相应的措施，来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影响程度，从而在

成本收益中进行平衡。 通过风险管理，也可以帮助保险经

纪公司更好地遵守相关法规和监管要求，降低违规风险。

(２)提高企业服务质量。 有效的风险管理可以帮助保险经纪

公司更好地保护客户利益，减少客户信息的泄露，提升服务

质量，增强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 (３)合理降低各类成本。

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可以让保险经纪公司找到风险与收益

平衡点，帮助保险经纪公司降低业务运营和管理成本，提高

效率和盈利能力。 (４)维护公司财务稳定。 风险管理可以

帮助保险经纪公司维护其财务稳定。 通过识别和控制潜在

的财务风险，如债务违约、资金流动性风险等，公司可以确

保其财务状况健康，并在面对不利的市场变化时更好地应

对。 (５)促进业务创新和发展。 有效的风险管理，可以为

保险经纪公司提供更大业务发展空间。 通过识别和评估风

险，公司可以更好地把握市场机会，并开展创新的业务模式

和产品，以满足客户和市场不断变化的需求。

我国保险经纪公司风险管理的主要问题

虽然我国保险经纪业务行业风险管理水平在不断提升，

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比如，风险管理的数据和信

息缺乏、风险管理的标准和指南不健全、部分机构的业务模

式与传统代理模式同质化、服务水平不足、员工队伍能力素

质较低、未能有效发挥经纪业务的独特优势等。 因此，保

险经纪公司需进一步增强风险管理的能力，提高风险管理的

科学化和规范化水平。

(一)从风险管理内外部环境来看存在的风险

(１)风险管理意识薄弱。 一些保险经纪公司的风险管理

意识薄弱，往往只注重前期的保险安排，而忽视了风险管理

的重要性，没有完全建立起健全的风险管理体系，也没有专

门的风险管理团队。 (２)内部控制不够完善。 一些保险经

纪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够健全，存在管理混乱、流程不

畅、风险识别不足等问题，容易导致风险的发生和扩大。

(３)专业能力不足。 部分保险经纪公司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和风险管理意识较低，缺乏风险的敏感性和应对能力，容易

造成业务风险的暴露和失控。 保险经纪公司的员工可能缺

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无法对企业的风险进行全面的识

别和评估。 他们可能没有进行系统的培训和学习，也没有

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 规模小的保险经纪公司更面临利润

薄、能力弱和徘徊在生死边缘的困境，对人才的吸引力不

足，又对经营造成恶性循环。 (４)监管体系仍需加强。 我

国保险经纪业务监管体系仍相对薄弱，监管部门对保险经纪

公司监管力度不够，监管标准和要求不够明确，导致一些公

司存在监管漏洞和风险隐患。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使得保

险经纪业务的风险管理问题愈加突出。

(二)从风险管理环节和内容来看存在的风险

(１)风险识别不全面。 保险经纪企业可能只重视某些特

定类型的风险，如监管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而忽略

了其他潜在的风险。 比如，信用风险、人才和产品风险，

导致风险识别不全面。

(２)风险评估不准确，评估数据不完整。 保险经纪行业

的风险评估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持，包括客户的个人信息、历

史理赔记录、行业数据等。 如果这些数据不完整或不准

确，就会导致风险评估的不准确。 评估人为因素影响，保

险经纪行业的风险评估往往需要依赖专业人士的判断和决

策，如果评估人员缺乏经验或者主观偏见，就有可能导致评

估结果的不准确。 评估中不可预测的因素多，保险经纪行

业的风险评估还需要考虑一些不可预测的因素，如天灾人

祸、政策变化等，这些因素往往难以量化和预测，也会对评

估结果的准确性造成影响。

(３)风险管理策略不灵活。 不同类型的风险需要不同的

处理方法和策略，如果风险管理策略不灵活，可能无法针对

具体的风险情况采取有效的措施，从而增加了企业面临的风

险。 一些保险经纪业务企业缺乏适用的风险管理工具，无

法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也没有建立起风险管理数据库，也

没有使用风险评估模型和风险管理软件等工具。

(４)风险管理措施不到位。 一些保险经纪业务企业没有

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流程，导致风险管理工作的效率低下和

不规范。 他们可能没有明确的风险管理责任和流程，也没

有建立起风险管理的监督和控制机制。 在实施风险管理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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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时存在疏漏或不完善，导致无法有效控制和应对风险。

缺乏有效的风险沟通和协调机制：保险经纪公司与客户之间

的风险沟通和协调机制不够有效，导致风险管理工作无法得

到客户的支持和配合。 他们可能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渠

道和协调机制，也没有进行风险意识的培养和宣传。

(５)应急预案管理不完备。 企业在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实

施方面可能存在问题，导致在风险事件发生时，无法迅速有

效地做出应对，使企业处于风险应对被动局面，造成损失

发生。

(６)风险管理责任不明确。 企业内部对于风险管理的责

任划分不清晰，导致无法及时进行风险识别和应对，风险管

理工作无法有效开展。

(７)合规性管理亟待提升。 一些保险经纪业务管理责任

不清晰、制度不健全，业务制度、财务制度、信息系统管控

制度普遍薄弱。 一些保险经纪公司与保险公司合作不规

范，通过虚挂业务、虚列营业费用套取手续费，费用返还，

使自身成为保险公司等机构违规套利通道。 甚至在一些团

险、大型商业险项目中，涉嫌商业贿赂等违法违规行为。

一些互联网经纪平台违规开展价格比较、产品推荐等活动，

涉嫌非法从事保险中介业务。 一些互联网经纪平台吸引人

员简单注册并进行执业登记，通过转发产品链接等方式获取

保险销售佣金。

综上所述，保险经纪公司在风险管理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和挑战，需要加强风险管理意识，提升专业能力，建立完善

的风险管理体系和流程，以及加强风险沟通和协调机制，以

提高风险管理的效能和水平。

保险经纪公司风险管理改进措施

(一)强化风险管理评估和监测

加强对各类风险的评估和监测，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

险、操作风险等，确保及时发现和应对潜在风险，实现风险

的有效化解。 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包括明确的风险

识别程序和评估方法，确保及时发现和评估各类风险，强化

科技赋能，提升风险防控质效的方法与路径。

(二)完善风险管理框架和流程

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框架，包括明确的风险管理制度设

计、政策、流程和责任分工，确保风险管理工作的有序开

展。 制定并不断完善风险管理政策和流程，明确风险管理

的责任部门和流程，建立风险管理框架，确保风险管理工作

的有效开展。 有效应用各类风险管理工具，丰富风险管理

手段。

(三)加强员工风险意识和能力培训

加强员工风险意识培训，提升其风险识别、管理及应对

能力，确保员工具备应对风险的能力和技巧，员工能够有效

应对各类风险。 加强员工风险管理培训，提高员工对风险

管理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增强员工的风险意识和应对能力。

(四)强化内部控制建设和水平

在平衡收益和成本的情况下，从财务内控、风险管理、

合规监管等方面，不断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包括审计、

监督和检查机制、规范的业务流程、明确的岗位职责和权限

分配，有效监督和检查机制等。 确保风险管理措施有效执

行和监督，并组织定期审查公司的风险管理措施，及时发现

问题并改进，确保风险管理工作持续有效。

(五)强化信息技术支持和管理

强化技术支持，推进信息化建设，借助信息技术手段，

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分析平台，提高公司对风险的监

控和应对能力。 确保及时发现和处理风险，实现对风险信

息的实时监控和分析，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六)加强合规监管和全员风险管理文化建设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加强合规监管，建

立合规风险管理框架，确保公司经营活动的合法合规，避免

违规风险。 建立全员参与的风险管理文化，要求每一个参与

保险经纪业务工作的人，都认识到自己在风险管理中的角色

和责任。 管理层为风险管理树立明确标准和期望，鼓励员工

对潜在风险提出警示和建议，对于表现出色的部门或团队予

以正面激励，并定期评估文化在组织中的普及程度和效果。

结束语

保险经纪公司风险管理是一项系统的、长期的、动态的

工作，通过公司内外部多方面努力并采取有效举措，可以帮

助保险经纪公司更好地管理和控制各类风险，提高企业的风

险抵御能力，确保业务的稳健发展。 公司应当定期评估自

身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实时动态调整自身风险

管理策略。

参考文献

[１]吕兆军,刘洪媛,王宏琳．新时代保险中介市场监管实践探

析———基于甘肃保险中介市场现状研究[J]．甘肃金融,２０２３(１２):

５６Ｇ６０．

[２]舒亚玲．“保险专代”风险类型分析及应对措施的思考[J]．大

众投资指南,２０２１(０５):２０Ｇ２１．

[３]董晓斐．金融科技对保险行业的影响[J]．合作经济与科技,

２０２４(０４):４５Ｇ４７．

[４]李春霖,李小娜．医保基金风险管理研究[J]．环渤海经济瞭

望,２０２４(０２):１５８Ｇ１６０．

作者简介:

李京娥(１９７４－),女,白族,云南大理人,本科,高级经济师,中电

建鼎昊(北京)国际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研究方向:保险经纪管理.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