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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格局中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路径：
风险保障与资本融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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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背景下，保险业作为具有“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双重属性

的现代金融业态，其服务实体经济的逻辑演进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基于金融功能理论与协同创新理论，

构建“需求识别 - 工具创新 - 生态构建”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全国 31 个省市的政策文本分析、50 家重点保

险机构的深度访谈，揭示保险业在产业链安全、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关键领域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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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循环格局下保险业的战略定位

1.1 双循环格局的内涵特征

双循环格局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出发点，通过提升

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

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在这一框架下，

实体经济面临三重转型任务：一是产业链供应链从“全

球依赖”转向“自主可控”，二是科技创新从"跟跑模

仿"转向"原始突破"，三是发展模式从"规模扩张"转向

"绿色低碳"。保险业作为连接风险保障与资本配置的

枢纽，需要在风险对冲、资源配置、价值创造等方面

发挥独特作用。

1.2 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的双重使命

从风险保障看，需构建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全

环节的风险屏障，化解产业链断点风险、企业经营风

险和居民消费风险；从资本融通看，需发挥保险资金

长期性、稳定性优势，为重大工程、中小企业、绿色

经济等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持。2023 年我国保险业总资

产达 28.9 万亿元，其中保险资金运用余额 26.8 万亿

元，但投向实体经济的比例仅为 65%，较美国、德国等

发达国家低 20 个百分点，存在巨大提升空间。

2 风险保障：筑牢实体经济发展安全网

2.1 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的立体化保障

针对"卡脖子"环节的断供风险，开发"产业链中断

保险"，覆盖原材料供应、物流运输、关键设备等风险

点。2022 年苏州某电子企业投保后，因疫情导致芯片

供应链中断，获赔 1200 万元用于寻找替代供应商，复

工周期缩短 40%。在物流领域，推广"多式联运保险"，

2023 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参保企业货

物损失率降至 0.3%，较未参保企业低 1.2 个百分点。

2.2 科技创新风险的分层分担机制

建立"研发环节责任险+成果转化险+产品质量险"

的科技保险产品矩阵。深圳试点"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

保险"，对核电设备、高端机床等提供最高 5亿元保额，

2023 年推动 127 项国产装备进入市场，国产化率提升

25%。针对生物医药企业，开发"临床试验责任险"和"

专利被侵权损失险"，药明康德等企业通过保单增信获

得银行贷款，研发投入年增 18%
[1]
。

2.3 民生消费市场的信心重塑路径

在消费端，推广"品质消费保险"，覆盖新能源汽

车 "三电系统"、智能家居产品质量等风险，2023 年人

保财险相关保单量增长 37%，带动家电下乡销售额提

升 15%。在就业领域，创新"新业态从业人员综合保障

险"，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提供工伤、医疗、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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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责任等保障，2023 年覆盖人群达 8000 万人，风险

保障总额超 12 万亿元。

2.4 新型风险的前瞻性防控体系

针对数字经济时代的特殊风险，开发"数据安全保

险""网络安全责任险"，2023 年腾讯云为 3000 家中小

企业提供数据泄露保险，单个企业最高保额达 500 万

元，数据安全事件赔付率提升至 78%。在生物安全领

域，中国人保推出"转基因作物环境责任险"，覆盖基

因编辑作物的生态风险，2023年承保面积达 200 万亩，

建立"风险监测-损失评估-快速理赔"的全流程防控机

制。 

在供应链金融领域，创新"存货质押监管保险"，

通过物联网技术实时监控质押物状态，平安产险与京

东物流合作开发的智能监管系统，将中小企业存货融

资违约率从 9.6%降至 3.2%。这种基于产业互联网的风

险保障模式，实现了从"事后补偿"到"实时风控"的范式

转变，2023 年全国供应链保险规模达 1.2 万亿元，年

增长率达 25%。 

2.5 民生保障的精准化供给创新

针对人口老龄化趋势，试点"长期护理保险+社区

照护"模式，青岛、成都等 6 个试点城市建立政府、企

业、个人三方共担机制，2023 年覆盖人群达 3500 万

人，解决失能老人年均 12 万元的护理费用难题。在乡

村振兴领域，开发"防返贫保险"，将因病、因灾等致

贫风险纳入保障范围，2023 年人保财险在 832 个脱贫

县承保 1.2 亿人，风险保障总额达 6.8 万亿元，赔付率

达 85%，直接带动 200 万脱贫人口稳定增收。 

3 资本融通：构建实体经济长效供血机制

3.1 基础设施投资的市场化对接

发挥保险资金久期长优势，通过债权计划、股权

计划参与重大工程。2023 年国寿投资"京津冀协同发展

产业基金"，向雄安新区基建项目投放 500 亿元，期限

15 年，利率较同期银行贷款低 1.2 个百分点。在交通

领域，太平洋保险参与川藏铁路专项债券投资，通过"

保险资金 + REITs"模式，实现基础设施投资的"募投

管退"闭环。

3.2 中小微企业融资的信用增级创新

开发"政银保"合作产品，政府提供风险补偿基金，

保险公司承担 30%-50%贷款风险，2023 年浙江"小微快

保"模式累计为 12 万家企业提供担保贷款 860 亿元，

不良率控制在 1.8%。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推出"知识

产权质押保险"，北京试点将专利价值纳入保险评估体

系，企业融资成本下降 2.5 个百分点，融资额度平均

提升 30%
[2]
。

3.3 绿色经济转型的资金配置创新

在碳达峰碳中和领域，设立"绿色发展保险基金"，

重点投向光伏、风电、储能等项目。2023 年平安资管

发行首单"碳中和主题债权计划"，规模 50 亿元，用于

内蒙古风光发电项目，预计年减排二氧化碳 120 万吨。

创新"气候指数保险"，在农业领域开发"玉米干旱指数

保险"，在沿海地区推广"台风指数保险"，2023 年承保

面积达 3.2 亿亩，风险保障覆盖全国 70%的农业主产区。

3.4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股权融资创新

设立"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基金"，通过"保险直投+

跟投" 模式支持硬科技企业。2023年国寿股权出资 100

亿元参与"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重点投向半导体

设备、生物医药等领域，已培育 23 家"小巨人"企业，

平均持股周期 5-7年，通过上市退出实现 IRR 达 28%。

平安资本设立 50 亿元的"硬科技专项基金"，采取"优先

股+期权"组合投资，为商汤科技等企业提供研发资金，

同时通过保单增信帮助企业获得银行配套贷款。

在 REITs 市场，开发 "知识产权证券化保险"，为

科技型企业专利许可收益提供增信支持，2023 年中关

村试点发行首单"专利质押融资支持票据"，太平洋保

险提供差额补足担保，票面利率较普通 ABS 低 1.5 个

百分点，带动知识产权融资规模突破 500 亿元。这种"

保险资本+产业资本"的深度融合，有效缓解了新兴产

业的长期融资难题。 

3.5 绿色金融体系的多维创新实践

构建"气候风险-保险产品-碳市场"联动机制，在电

力领域推出 "绿电价格波动保险"，帮助光伏企业锁定

上网电价，2023 年国家电投旗下光伏电站投保后，度

电收益稳定性提升 40%。在碳交易市场，开发"碳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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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保险"，为控排企业提供碳资产融资增信，2023

年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承保的碳质押贷款规模达85亿

元，推动碳排放权交易活跃度提升 30%。

3 双循环衔接中的跨境服务创新

4.1 "一带一路" 的风险共担机制

建立"一带一路保险共同体"，由中国出口信用保

险公司牵头，联合 32 家保险公司开发"海外投资政治

风险保险""跨境贸易信用保险"，2023 年为中企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2300 个项目提供风险保障 4500

亿元，覆盖国别风险、汇率波动、项目违约等风险。

在东盟市场，推出"RCEP 区域货物运输保险"，实现"

一次投保、全程覆盖"，物流成本降低 18%。

4.2 国际国内市场的规则对接

推动保险标准与国际接轨，在上海自贸区试点 "国际

再保险业务离岸交易"，2023 年离岸再保保费收入达

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建立 "跨境保险服务中心"，

为粤港澳大湾区居民提供"跨境医疗保险""跨境车险"，

2023 年承保跨境车辆 12 万辆，解决港澳居民在大湾

区内地就医直接结算问题，服务覆盖 200 万人次
[3]
。

4.3 全球产业链的风险治理创新

建立"跨境产业链风险地图"，利用大数据分析全

球 200 个重点产业集群的风险分布，出口信用保险公

司开发的"产业链风险预警系统"，提前 6 个月识别东

南亚电子产业链中断风险，2023 年为 1500 家中企提

供预警服务，减少损失达 23 亿元。在 RCEP 区域推出

"跨境产能合作保险"，覆盖境外投资项目的政治风险、

劳工风险和环保风险，2023 年承保中企在东盟的 85

个制造业项目，风险保障金额达 320 亿美元。

4.4 规则标准的国际化对接实践

参与制定《"一带一路"保险服务标准》，在工程

险领域推行 "中国版"免赔额条款和争议解决机制，

2023 年中老铁路工程保险采用该标准，理赔效率提升

40%。在上海自贸区试点"保险产品跨境互认"，允许港

澳居民购买内地的重疾险、医疗险，2023 年实现保单

信息跨境流转区块链平台上线，港澳居民投保量月增

15%，解决了跨境保险服务中的法律冲突和监管套利问

题。 

5 挑战与优化路径

5.1 现存问题剖析

风险保障供给不足：关键领域保险覆盖率低，如

我国科技保险渗透率仅 12%，远低于美国的 65%；巨灾

保险覆盖人口不足 30%，灾害损失补偿率仅 15%，而日

本达 60%。

资本配置效率待提升：保险资金投向房地产比例

仍达 12%，投向制造业仅 5.7%，与制造业占 GDP 比重

17% 不匹配；股权投资占比 18%，低于英国、加拿大等

国的 35%以上。

创新能力存在短板：产品同质化率超 70%，基于大

数据、区块链的新型保险产品不足 20%；跨境保险服务

能力薄弱，国际再保险市场份额仅占 3%。

5.2 系统性优化策略

5.2.1 政策端：构建制度支撑体系

出台《保险业服务双循环专项行动计划》，明确

制造业保险补贴、绿色保险税收优惠等政策，将保险

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比例纳入公司治理评估体系。

设立国家层面的 "产业链风险保障基金"，中央财

政出资 30%，保险公司和行业协会共同参与，重点支

持 "卡脖子" 环节风险化解
[4]
。

5.2.2 市场端：推进专业化能力建设

培育科技保险、气候保险等专业型保险公司，鼓

励平安、人保等设立双循环业务事业部，建立跨境保

险服务中心网络。

发展"保险 + 科技" 模式，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

保单跨境流转，运用 AI 算法开发动态风险评估模型，

将中小企业风险识别效率提升 50%。

5.2.3 监管端：完善协同监管机制

建立银保监、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的联席会议

制度，定期发布实体经济保险需求清单，引导保险资

金精准投放。

试点 "监管沙盒"，允许在自贸区先行先试跨境再

保险、新型责任险等创新产品，将试点经验向全国复

制推广
[5]
。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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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格局下，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是通

过风险保障化解不确定性、通过资本融通优化资源配

置。未来需把握三大核心逻辑：一是从"事后补偿"转

向"事前预防"，构建覆盖风险识别、评估、处置的全

链条服务体系；二是从"资金提供者"转向"价值创造者

"，通过产业基金、战略投资等方式深度参与企业成长；

三是从"国内单一市场"转向"双循环枢纽"，提升跨境

风险定价和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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