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范市场发展是重点
记者：消费环境和理赔服务水平问题一直是百姓最关心的话题，近年来河南保监

局在保护被保险人利益方面有哪些工作，效果如何？
谭论：去年以来，我们先后建立了信访快速处理机制、保险机构配合接访制度、信

访警示制度和信访投诉信息季度公开制度。今年3月份，又启动了保险合同纠纷调解
中心建设，下一步将逐步在地市行业协会推进此项工作，努力构建监管部门、保险机
构、行业协会、社会仲裁四位一体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机制。

2008年以来，共处理各类信访件1965件，接待来访群众561批878人次，绝大部分
信访事项都得到了及时处理。去年，保监局信访投诉总量同比下降15.9%，实现十年
来首次同比下降，今年上半年信访投诉量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针对理赔难问题，2009年开展了积压赔案集中清理活动，半年内解决积压赔案
45.2万件，支付赔款14.68亿元。

打击违规经营动真格
记者：河南保监局对保险公司的违规行为今年力度很大，还开出了对两家公司最

严厉的罚单。您对此怎么看？
谭论：处罚只是手段，规范才是目的。对于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不规范市场行为，我

们绝不手软。今年1~8月份，我们对75家保险机构进行了现场检查，共实施行政处罚
46次，罚款335.5万元。做到对违规者“出重拳、动真格、见实效”。

比如，去年河南保监局通过信访举报调查发现，孟津县某保险支公司在承保能繁
母猪保险业务中，收取了信访人缴纳的能繁母猪保险费12元。在保单载明的保险责
任期限内，信访人的1头能繁母猪死亡，要求该公司进行现场勘察，该公司以超过约定
的保险期限为由未到现场勘察。在查明情况后，不仅要求该公司向信访人支付赔款
1000元。同时针对该公司拒不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行为，对该公司处以5万元罚款，
给予分管负责人警告并处1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谭论 中原保险新跨越的“先锋”

“十一五期间，河南省保费
收入从全国第九上升到全国第
五，年均增长 30%。今年上半
年，我省保费收入再次跃上新
台阶。全省保险市场主体从20
家增加到52家，今年年底将增
至55家，不仅仅是数量上有了
增加，还在拓展新领域、探索新
模式、创造新经验的实践，我省
保险业在形成了业内广泛关注
的‘河南现象’”。

坐在办公桌前，河南保监
局局长谭论如数家珍，一连串
数字脱口而出，在蓬勃发展中
的河南保险业的昨天、今天和
明天，悠然展开。在这位资深
金融监管者眼里，“十二五”时
期，是我省保险业难得的发展
机遇期。

河南保险业如何发挥风险
稳定器的作用，护航中原崛
起？且看河南保险业当家人成
竹在胸的谋划：不再让河南保
险“大而不强”，而要实现“全新
跨越”。

晚报记者 程相伟 倪子/文
慎重/图

所得与所获：
顺势而为大提速

面对记者的提问，这位睿智的官员更
喜欢用数字“说话”。

“‘十一五’期间，河南省保费收入从
全国第九上升到全国第五，年均增长
30%。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我省
保费收入再次跃上新台阶，上半年上升至
全国第三，目前位居第四。这种跨越式的
发展，使保险业成为河南发展最快的行业
之一，在全国的位次不断上升，也使河南
保险市场逐步成为我国重要的区域性保
险市场。”

的确，与银行、证券等行业一道，保险
也是构成金融领域的重要一分子。而“十
一五”时期，无疑是河南保险业发展史上
极不平凡的五年。谭论坦言，尽管起步
晚，但是“发展快”这个特点让河南保险业
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实现了全新跨
越。

他认为：“这五年，是河南保险业影响
扩大、作用彰显的五年，也是实力提升、变
化最大的五年。在此期间，河南保险业成
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在全
国的位次不断上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
距不断缩小，逐步发展为国内重要的区域
保险市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是河南保险行
业的快速发展，使之与中原经济迅猛崛起
形成了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拉动了保险
资金在我省的投资。

据了解，“十一五”时期，保险资金在
我省投资意向规模已超过 200亿元，整个
保险业从业人员达到 29 万人，每年给地
方上缴的税收达 15 亿元。由此可见，我
省保险业发展的成就不单单表现在规模
增长、实力增强，更重要的是在市场体
系、人才队伍、社会环境、思想观念等方
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今，保险业的
发展状况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标
志性指标。

机遇和挑战：
新起点伴随新希望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的鼎
力相伴。

10月 7日，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河南省
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忽如一
夜春风来，可以预见的是，金融资源整合、金
融交易、金融机构集聚、金融信息、金融服务
和监管将随之在一个更宏大的层面展开，中
原金融业也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展开角逐。

有机遇必将有挑战。谭论并未讳忌当前
河南保险行业尚存的不足。比如，服务能力
不够强、覆盖面不够广、发展水平不均衡等。

“举几个例子，尽管保费收入位居全国
前列，但是，我省人均保费比全国平均水平
低 292 元，特别是财产险人均保费仅为 134
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56元，在中部六省中
最低；作为农业大省，但农业保险发展严重
滞后。2010 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 1.79 亿
元，仅是 2009年的 1/3，全国排名第 17位，中
部六省排名第5位。”

“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既
有利于国家区域经济布局，统筹协调，梯次
发展，也有利于彰显河南的腹地效应。”谭论
分析说。

因此，他也有个目标——“十二五”期
间，河南保险业的发展目标是全省保费规模
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到 2015年末，原保
费收入力争达到2000亿元。

如果由此眺望的话，届时一个服务领域
广泛，经营诚信规范，风险防范有效，市场竞
争有序，社会形象良好，发展速度、质量、效
益相统一，更具活力、更具影响、更具特色的
区域保险市场将值得期待。

调整及创新：
度身而变的思考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动力。金融创
新更是地方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
提。如何让河南保险业摆脱“大而不强”的
帽子？

谭论表示，除了积极转变发展方式，调
整业务结构，进一步突破单纯追求保费规模
的局限，更要从保险深度、保险密度、保险保
障水平等方面深耕细作，缩小与全国平均水
平的差距，提高河南保险行业的质量效益。

“我们争取培育1~2家地方法人机构，建
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保险市场。重点加
快县域及农村保险市场建设，促进城乡市场
协调发展。培育一批经营管理水平进入本
系统前列的省级保险机构，培育一批信誉
好、实力强的专业保险中介机构，基本形成
主体多元化、竞争差异化、服务专业化、经营
规范化的市场格局。”

此外，谭论认为，保险业的创新，必须紧
密结合河南的基本省情，立足“人”字、“农”
字和“中”字。比如，令他足以自豪的是：“近
年来，全省保险业积极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
发展模式。参与‘新农合’托管工作，探索出
了全国领先的‘新乡模式’和‘洛阳模式’；积
极推动‘三农’保险发展，能繁母猪保险‘叶
县模式’、农村保险‘林州模式’等都得到了
市场的充分肯定，并形成了业内关注的‘河
南现象’。”

谭论坦言，发展与监管的关系，本质上
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监管只是手段，发展
才是目的。“只有保险监管发挥好引导和约
束作用，引领好行业的发展方向，才能更好
地发挥保险功能作用，更好地服务河南经济
发展。”

高端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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