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章 保险基金及其应用 

13.1 学习要求 

理解保险基金的涵义，知晓保险基金的性质和特征，正确认识保险基金的来源与构成，

掌握保险基金运用的一般规律，并能够合理运用相关知识分析我国保险基金运用的现状。 

13.2 内容简述 

13.2.1 保险基金的性质与特性 

1、保险基金的性质 

 保险基金：由专门的保险机构根据不同险种的保险费率，通过向参加保险的单位

收取保险费的方式建立的一种专门用于补偿被保险人因受到约定的保险事件发生所

致经济损失或满足被保险人给付要求的货币形态的后备基金。 

 保险基金体现着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以等价有偿为原则的商品交换关系。 

 保险基金的性质：以等价有偿原则而建立的一种后备基金。 

2、保险基金的特征 

 专用性：专门用来履行保险合同所规定的赔偿或给付义务。 

 契约性：保险基金的筹集和支付受保险契约的制约，必须具有随时处于备付状态

的变现能力。 

 互助性 

 科学性：保险费率计算的合理性，具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充分分散性。 

 金融性：储蓄寿险中的储金部分＋保险基金中的总准备金部分→长期闲置资金→

金融市场上运用。 

13.2.2 保险基金的来源与构成 

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实际上是保险费。 

1、保险基金的来源 

 公共部门保险费支出 

 来源：社会净增价值的 m 部分。 

 支出对象 

 商业保险费支出 

 财产险：公共部门所有的财产（楼馆、设施、设备、运输工具等）； 

 责任险：公众责任、公务责任、第三者责任、雇主责任等民事赔偿

责任保险； 

 人身险：公务意外伤害险、旅行意外伤害险、特种人员意外险等。 

 社会保险费支出 

 公务员社会保险：公务员一般不参加社会统筹保险，公务员的社会

保险费支出列入国家预算支出。  公务员退休养老采用退休金制 

 社会统筹：财政对社会保险的兜底部分，即财政贴补部分支出。 

 支出的性质 

 国家财政支出的公共消费部分。 



 满足公共需要或是“官办济贫”。 

 居民个人保险费支出 

 居民个人保险费支出的来源 

 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收入的 V 部分； 

 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国民收入的 m 部分。 

 居民个人保险费支出的对象 

 居民个人财产及附加险支出：财产险、机动车及第三者责任险、盗窃险

等； 

 居民个人人身保险支出：简身险、健康险等； 

 居民个人社会保险支出：按工资比例交纳； 

 居民个人职业责任险支出 

 居民个人保险费支出的性质 

 纯消费性质：财产险、责任险、健康险、盗窃险等； 

 储蓄性支出：寿险中生存保险； 

 工资税性质：居民的社会保险具有强制性，其中养老金部分具有储蓄性；

医疗等方面具有消费性。 

 营业成本性：如自由职业者职业保险纳入成本。 

 企业保险费支出 

 来源：企业净增价值 m 部分。 

 支出对象 

 企业财产保险和责任保险支出 

 固定资产、流动资产保险、预期利润保险、费用损失保险 

 雇主责任、营业责任、产品责任、第三者责任险 

 企业社会保险费支出 

 为本企业职工的医疗保健、失业补偿、退休养老等所必须交纳的费

用。 

 企业保险费支出的性质 

 纯消费性：企业财产险、责任险、医疗保健、失业补偿。 

 储蓄性：企业为职工养老保险所支出的社会保险费。 

 不追加商品价值的非生产费用 

2、保险基金的构成 

 自有资本金 

 实收资本：注册资本。 

 公积金：保险公司按保险公司法的规定从历年的利润中提存。 

 非寿险责任准备金，其构成部分为： 

 保险费准备金（未了责任准备金或未满期保费准备金）：指当年签发的保险单

中在下年度内仍然有效，决算时按未到期时间提存部分准备金，专门用于下年度

未到期责任的赔偿。 

 赔款准备金 

 未决赔款准备金：当会计年度结束时，被保险人已提出索赔，但在索赔

人与保险人之间，尚未对这些案件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保险赔付额度等事项

达成协议，称为未决赔案。 

 已发生未报告赔款准备金：有些损失在年内发生，但索赔要在下一年才

可能提出，但这些赔案发生在本会计年度，仍属于本年度支出，故称已发生



未报告赔案。 

 已决未付赔款准备金 

 总准备金：保险公司用于满足年度超常赔付、巨额损失赔付以及巨灾损失赔

付的需要而提取的责任准备金。 

 寿险责任准备金 

 指保险人把投保人历年缴纳的纯保费和利息收入积累起来，作为将来保险给

付或退保给付的责任准备金。 

13.2.3 保险基金的运用 

1、保险基金运用的过程 

 

2、保险基金运用的原则 

 安全性原则 

 《保险法》第 104 条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必须稳健，遵循安全性原则，

并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 

 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

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 

 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向企业投资。 

 保险公司运用的资金和具体项目的资金占其资金总额的具体比例，由金融监

督管理部门规定。 

 收益性原则 

 与安全性相矛盾 

 以资金安全为条件寻找尽可能高的投资收益 

 CAPM 模型 

 流动性原则 

 流动性原则要求保险公司的资金具有即时变现能力。 

 以机会成本为代价，流动性越强机会成本越高。 

3、保险基金运用形式 

保险基金 利润 

保费 

赔款 
收益 

投资 

投资 

收益 

赔款 
时间差 

保费 



 购买债券：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公司债券等 

 投资股票：优先股、普通股，风险较大 

 投资不动产：适合于长期性保险基金的运用   

 贷款：信用贷款、抵押贷款，流动性差 

 存款：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流动性，收益率最低 

 基金 

4、保险基金运用的结构 

 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

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 

 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向企业投资。 

 保险公司运用的资金和具体项目的资金占其资金总额的具体比例，由金融监督管

理部门规定。 

5、保险基金运用的意义 

 聚集资金的手段，实现经济补偿的目的。 

 缓解保险费率与利润之间的矛盾 

 积极开展寿险业务 

13.3 本章知识点 

保险基金的性质及特征；保险基金的来源与构成；保险基金运动的过程；保险基金运

用的原则、形式、意义。 

13.4 思考题 

1、 联系保险基金的性质，比较同类教材对保险基金特性的不同表述。 

2、 如何理解企业财产保险费支出从商品价格中得到补偿与平均化原理？ 

3、 通过本章的学习，你认为保险是否属于金融范畴？为什么？ 

13.5 例题与习题 

1、不定项选择题 

（1）保险基金的特征包括（ ABC  ）。 

A、专用性                    B、契约性       

C、金融性                    D、自保性 

（2）公共部门的保险费支出来源于社会总产品价值中的（  C  ）。 

A、c                         B、v            

C、m                         D、以上都不正确 

（3）居民个人保险费支出来源于社会总产品价值中的（  BC  ）。 

A、c                          B、v             

C、m                          D、以上都不正确 

（4）企业保险费支出来源于社会总产品价值中的（  C  ）。 

A、c                          B、v             

C、m                          D、以上都不正确 

（5）居民个人保险费支出的性质包括（ ABCD  ）。 

A、纯消费性支出               B、储蓄性支出      



C、工资税性支出               D、营业成本性支出 

（6）企业为职工养老保险所支出的社会保险费属于（ B ）。 

A、纯消费性支出               B、储蓄性支出 

C、工资税性支出               D、营业成本性支出 

2、判断改错题 

（1）“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部

分”的补偿基金、“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积累基金，三者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 ） 

（2）商业保险保险基金由保险公司的自有资本金和贷款两部分构成。（  ×  ） 

 改：由自有资本金、非寿险责任准备金和寿险责任准备金三部分构成 

（3）目前，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的形式包括购买债券、投资股票、用于贷款、进行存款、

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购买衍生金融产品。（  ×  ） 

改：不包括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购买衍生金融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