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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行业道德风险是指从业人员对保险购买人员隐瞒

实际保险信息，从而达成合作获取利益的一种欺骗行为。

在保险行业不断发展中，行业形势逐年走高，但实际水平

却没有明显提升，发展潜力较高但市场竞争力却略显不足。

当前保险行业中存在很多潜在的问题，内部信息不对等方

面的问题比较常见，特别是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现象较为明

显，因此保险公司应针对道德风险方面的问题进行严加管

束，提升从业人员道德意识，防止道德风险的产生，保证

保险行业健康发展。

在管理决策中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运用

自身的职责权力在企业中进行账外经营，截留客户的保费、

手续费或退费或是在工作中进行弄虚造假进行越级审批等

情况。有些报验从业人员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甚至不惜向

客户透露内部信息，如在国家利率产生变更时，提前怂恿

客户进行投保，罔顾公司的利益。有些保险公司利用退保

费的方式为公司设置小金库，运用这样的方式谋取利益。

业务活动中的职业道德风险主要体现在，从业人员没

有按照从业经营规范进行开展保险业务。在对客户进行承

保时没有全面科学地分析标的风险及违规承保，导致承保

大量亏损客户最后造成成本过高。如在人寿保险业务办理

过程中从业人员没有遵守诚信原则在业务办理过程中招揽

大量不符合保险条件的客户，为其篡改信息令其符合承保

条件，以谋取自身的利益为目的弄虚作假，与客户共同进

行骗保，在实际保险业务经营中这样类似的案例屡见不鲜。

有些人员在从业中不遵守职业道德将保险金变相流到客户

手中，或是保险从业人员运用专业的知识为设计客户令客

户产生错误的理解，最终为客户造成经济方面的损失。很

多保险从业人员会在介绍保险是运用客户的逐利心理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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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知识的不了解，对客户进行隐瞒真实的保险信息，欺骗

客户进行投保，或是运用模棱两可的说辞误导客户，从而形

成保险从业人员业务活动中形成道德风险 [1]。

在保险经营中，其中的关键操作人员存在道德风险，

会对保险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会为保险公司带来

负面形象影响，从而导致保险公司的声誉及信誉受到损害。

在保险公司中有些关键岗位的保险从业人员为了谋取私利

选择损害公司的利益，在工作中欺上瞒下，做着监守自盗的

违法行为。例如，在某保险公司中的理赔从业人员为了满足

自身的利益伙同客户进行骗取公司的理赔金，给保险公司带

来了极大的损失。在对保险理赔中的关键环节估价、核保及

定损等方面对金额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导致保险公司支付了

与其约定不符的赔付金额，导致金额流入客户及自身的手

中。另外还有保险从业人员运用职权与客户达成合作，故意

向理赔部门夸大事故情形或是设计虚假事故现场，从中骗取

高昂的理赔金额，以此谋取私利，运用自身关键从业职能与

职权进行弄虚作假，骗取保费，导致职业道德风险的产生。

在保险公司中要想防范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应在企

业中加强内部控制。在保险公司中制定完善的内部制度，是

实现企业经济利益及防范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的重要方式，因

此应在企业中建立具有安全、流动及效益的自我控制协调机

制，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不断自我完善与进步，深化企业的道

德管控意识。因此，应在保险企业中构建制度防范、重点防

范、骨干防范及技术防范的全方位预防管理体系，并在内部

设置专门的核保核赔部门，提升企业中的风险管控能力，将

承包与理赔划分为不同的部门，同时所有的审核与理赔人员

都需进行随机抽取，避免职员间过度接触，形成风险隐患。

另外，在容易引发风险的环节进行重点防范与规避，提升从

业人员对职业道德及法律法规的重视，在工作中坚持遵守岗

位工作职责进行开展保险工作。

在保险企业中要想规避不对称信息问题的产生，关键

在于合同设计，因此应优化保险合约内容，就是在符合公司

合同及各项标准的情况下充分协调客户与保险公司的关系，

保证双方的利益最大化，通过优质的合同内容，吸引客户进

行投保，防止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产生。以上内容就是当前代

理公司中推崇的激励相融的协调性激励。因此，运用激励协

调机制将保险公司的内部激励与外部激励结合才是有效防

范保险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的重要手段 [2]。

霍姆斯特姆曾经表示，任何与代理人行动有关的其他

信息，不管是否完整，都可以同时提升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福

利。所以，在保险公司中构建良好的内部信息系统，将代理

人的各项信息进行记录，会清晰地反映出经营的成效，提升

代理人行为的辨识度，运用这样的方式能够有效防止代理人

出现道德风险，并且构建信息系统能够节约监督成本，所以

在保险公司中构建完善的信息化系统可以有效规避道德风

险的产生，但是也因此提升了保险公司的信息化管理要求。

在信息化不断发展中，在保险企业内部构建信息化工作模式

不仅能够满足业务的发展，还能满足客户的服务需求，同时

还能实现内部风险管控，是防范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的有效方

法。所以，在保险公司不仅要设计激励约束机制，还要在内

部构建信息化办公设施与资源，通过自行开发或引进等方式

进行，并对信息化系统进行及时更新与维护，运用科学规范

的网络信息系统防止保险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产生，提升保险

公司的信息化管理水平，防范从业人员道德风险的产生。

竞争与法治是当前市场经济的主要特点，在保险行业

发展中制定法律法规，属于是国家强制性的规范行为，因此

运用健全，严谨的法律制度能够保证保险行业的良性发展，

对实现经济效益有积极作用。因此，在保险行业中法律法规

的制约与强行监管十分重要，也是企业或其他监管的重要依

据与标准。只有构建完善的法律监督体系，才是保证保险企

业遵循经济规律，保证保险供需关系、价格机制及竞争机制

协调发展的有利基础 [3]。因此，保监会应明确自身的法律职

责，保证代理人、公证人、经纪人的地位、从业条件及法律

责任等与国家的规定相符，可以设置严格的考核制度，只有

通过保险从业考核的人员，同时缴纳从业保证金，才允许其

进入到保险行业中，同时保险行业协会应重视自身的职能，

在内部运用自身的职能运用有效科学的方式约束保险企业

在经营中的行为，并在内部制定保险管理制度与规章制度，

运用制度规范从业人员及客户的行为，防止职业道德风险的

产生。另外还可以在企业内部定期组织从业人员参加职业道

德培训，可以通过观看纪录片的形式进行道德引领教育，提

升从业人员对自身职责的认知，促进从业人员能够自觉遵守

保险行业的规章制度，促进保险行业的持续发展。

在保险公司中保单内容存在争议一直是保险公司与客

户之间产生纠纷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是从业人员惯用的一

种业务手段，运用条款中模棱两可的内容进行诱导甚至欺

骗不具备专业知识客户，这样的情况也是产生道德风险的

主要因素。如果保单内容通俗易懂便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因此在保单内容设计是应对关键的内容加以提示，保证保单

内容的通俗易懂，降低保险从业人员误导与欺骗客户事件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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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中国保险将面向国际化发展，因此保险行业

将立足于中外的市场竞争中，保险主体的增加是必然的发展

趋势，同时会增加保险从业人员的需求，同时也对保险行业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促进企业良

性发展是关键，因此应在保险企业中提升从业人员的职业道

德，并构建完善科学的信息化管理系统与健全的法律法规，

以此促进保险行业在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督中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李文华.保险行业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现状研究[J].现代商贸工

业,2019,40(4):146-147.

吴锦玲 .浅析保险人才队伍建设的策略研究 [ J ] .现代经济信

息,2019(4):95.

黄新爱.人寿保险营销管理及职业道德教育研究[J].花炮科技与市

场,2019(1):93.

2020—2024年佛山物流人才需求进行了预测。由模型的运

算结果得出 2020—2024年佛山物流人才需求的预测值分别

为 45823 人、47155 人、48525 人、49935 人和 51385 人，

总体物流人才需求人数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作为中国粤港

澳大湾区重要的国家物流枢纽城市，并且随着新机场落户佛

山高明区，佛山的物流发展潜力将继续释放，而物流的发展

是当地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为了满足未来 5年佛山物流行业

需要更多的物流人才的需求，政府部门应该对物流人才培养

项目引起一定的重视，加大扶持力度，支持高校对物流人才

培养工作，多渠道促进产学研合作的实现。同时地方物流企

业也应积极和高校进行联手，积极提升物流管理专业学生的

物流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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