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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服务进农村、进社区的工作近年来成效不明显，症结在哪里？保险业怎么才能在农村及社区扎下根呢？

本文作者根据成都平原农村目前的特点和多年农村保险的工作经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

的意见，归纳为“五化”和“两个支撑”：保险服务社会化、保险产品多样化、服务人才区域化、服务机构网

格化、服务技能专业化、制度健全作支撑、税收优惠作支撑。 

  保险服务进农村难的症结 

  保险服务进农村难的主要症结，归纳为“五个缺失”： 

  （一）政策层面的缺失 

  地方政府只是按照政府职能，在城乡统筹发展中加大投入，改善农村的基本条件，进行公共自愿的配

置，给予农村更多的好处，还来不及制定相关的政策来整合社会资源，所以，冷落了商业保险这个可利用

的资源。 

  （二）观念层面的缺失 

  1.乡村干部认识不到位。他们认为保险服务是保险公司自己的事情，与乡村社区干部无关：我只管上

级政府委派的差事，如果保险公司要找我要配合做事，那就拿钱来。 

  2.农村群众的认识不到位。在农村，没有保险的则依赖于政府救济，忽视自我保障；有了“新农合”、“新

农保”的，则没有思考未来的通胀以及离开土地以后单靠“低保”难以为继的问题。 

  （三）适销产品的缺失 

  1.目前，在农村销售的寿险产品单一，除了中国人寿一张保单保全家的“全家福保险”和保费低、保险金

额高的小额保险外，一般都统一标准，统一费率，没有专门针对农村设计的产品。 

  2.实行城乡统筹后，农民有了“新农合”和“新农保”，但在农村很有市场的农民意外伤害保险、意外伤害

医疗以及补充医疗、补充养老保险仍然是一个缺失。 

    （四）服务人员的缺失 

  农村保险服务的队伍一是人少，二是不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农村群众保险意识差，工作难度大，营销

员三个月考核不合格就会离司，造成农村保险服务人员走马灯式的流动；每 1000个人只有 0.3个服务人员，

与先进地区每 1000个人居民有 3 至 5 个保险服务人员相比，差距太大。 

  （五）服务网络的缺失 

  按照保监会的规定，只有少数符合条件的公司可以在经济发达的中心镇设立营销服务部，不得在镇以

下挂牌或设立（诸如服务所、保险站之类的）保险机构。所以，在农村（社区），尽管情况改变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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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设置的政策仍然没有变。由于保险公司不能在农村社区设置服务机构，营销员没有固定的服务地点和

服务时间，况且不少营销员不是本地人，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影响了农村群众的投保积极性。 

  保险服务进农村的建议 

  （一）保险服务社会化 

  在社会进程的推进中，商业保险是社会保险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城乡统筹中应该同步推进，

为城乡统筹发展保驾护航，为新农村建设做贡献，这也是城乡统筹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补充。 

  保险服务进农村及社区,对商业保险公司而言，是贯彻落实国务院服务“三农”的具体行动，是在担当社

会责任，为建设和谐社会做贡献。对政府而言，是扩大农村居民社会保障的一种手段，是一种可利用的社

会资源。中央提出要实行城乡统筹发展，并在农村及社区配置了为农村及社区居民服务的公共资源。地方

政府及其派出机构应该把专业的商业保险资源和政府的公共资源整合起来形成合力，为社区“保民生、保稳

定”服务。商业保险公司也可以利用自己专业经营的资源向村民宣讲、解读社会保险知识，提高他们的风险

意识。农村社区组织也可与保险公司建立一种共同发展、互惠互利的关系，把保险公司的服务作为提高居

民保险意识，扩大居民保障，促进社区和谐稳定的一项工作来抓，通过组织座谈会、产品说明会等来推动

商业保险的发展。 

 （二）保险产品多样化 

  国务院的“国十条”要求商业保险公司要努力开发满足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地区人民群众需求的

各类财产、人身保险产品，优化产品结构，拓宽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公司应按照保监会“价值明确，成本清

楚，风险可控”的要求，积极开发能满足不同消费水平、不同社会群体的，可供选择的保费低廉、保障适度、

投保简便的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和保费少，保障高的意外伤害保险产品。目前，在农村最受欢迎的意外伤

害保险是中国人寿的小额保险和承担意外伤害医疗、一张保单保全家的“全家福保险”。保险服务只有紧跟

农村社会变化、紧贴农村社会需求，才能在农村得到长足的发展，才能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保驾

护航。 

  （三）服务人才区域化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农村居民对本土的服务人才有一种亲和力。保险人才区域化、本土化，让他们

服务于本土，其经营成本也相对较低。所以，保险公司要在当地党政的下，在本村村民中选拔素质较高、

具有营销水平和服务态度好的人才担任驻村代表，确保每千人有 2 至 3 名以上保险服务人员。同时，还可

以聘请在本地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担任保险监督员，确保农村保险的服务质量。 

  （四）服务机构网格化 

  农村居民由于受地域、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进城办理保险的投保和理赔手续受到很多限制，影响了农

村保险业务的健康发展。因此，商业保险公司要重心下移，延伸服务，跟踪服务，把保险公司办到农民的

家门口，方便于民。在行政村（社区）建立保险服务站，服务人员既可做寿险，又可做财险，还可以代理

其他金融产品。服务人员的收入稳定，服务队伍稳定，服务的品质才能提升，农村的保险市场才能得到更

好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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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按照保险监管的要求，保险公司的机构一般只在县城设置县支公司，在农村没有服务机构，只

有创建时间较长、知名度较高的中国人寿等几家保险公司在经济条件较好的中心镇设有服务部。城乡统筹

撤村并村，撤村建社区后，保险的服务网点远远没有跟上。对地域广阔的农村，应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

一个”和风险可控的原则，在中心镇建立保险服务部，在一般乡镇建立保险服务所，有条件的行政村（社区）

建立保险服务站，形成上下链接、纵横交错的服务网络，让农村社区居民不出村社就可办理保险的投保和

理赔。在农村社区，保险公司的服务地点固定，服务时间相对固定，农村居民的心里才踏实， 既有利于社

会稳定，也能激发村民投保的积极性。 

   （五）服务技能专业化 

  由于受地域、交通、文化和信息的限制，现有的农村保险营销员参加公司的专业培训较少，尤其是处

在边远山区的营销员，他们远离县城，一年进城的时间只有两、三次，业务水平不高，业务能力不强，更

谈不上既能做寿险，又能做财险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保险公司要开发农村市场，服务农村居民就要加

大对农村营销员的培训力度，不断提高他们的服务技能，让农村营销员不但要懂得寿险，还要懂得财险和

和社会保险相关的知识与技能，消除农村居民对商业保险的恐惧感，让农村居民明明白白买保险；让保险

的理赔更准确，服务更快捷。 

  （六）健全制度作支撑 

  1.商业保险公司服务新农村，从上到下都要有一套比较完善的制度来保证，尤其是财务制度健全的上

市公司更需要建立必要的制度来保证服务措施的落实，防止基层公司在下面形成新的风险。如产品的开发，

推广；农村机构的设置等也需要建立一整套监督和管理制度，确保安全和效益。 

  2.对农村保险机构的设置，也需要进行调查研究，建立相应的制度，发挥监督和指导作用。防止机构

设置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影响保险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 

  3.地方党政要把商业保险公司进村为新农村服务列入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内容，要把商业保险的发展

纳入地方目标管理的范围，给予政策上的支持与支撑，也应建立相关的联席会议制度，为商业保险发展创

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确保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的同步发展。 

  （七）税收优惠作支撑 

   商业保险服务新农村的经营成本，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都很高。建议政府对农村这块业务给予税收上

的优惠，以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延伸服务，把保险公司办到农民的家门口，方便农村居民在自己的家门口办

理承保和理赔。 

  综上所述，只要我们认真解决了保险服务社会化，保险产品多样化，服务人才区域化，服务机构网格

化，服务技能专业化的问题，健全了保障制度，给予了必要的政策支撑，就能把保险进村服务建成民生工

程、民心工程，就能促进商业保险又好又快又优的发展，实现多元的互利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