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寿服务浙江民生保障的经验与思考

———基于金融赋能地方发展的实践探索

□中国人寿杭州市分公司 肖华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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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

在世界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内

“双循环”新格局加快形成的过程中，

浙江作为我国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

大省之一，担负着打造“共同富裕示

范区”“数字经济先行区”等两大国家

战略。 2024 年，浙江实现 GDP9 . 01 万

亿元， 其中民营企业贡献了 GDP 的

67 . 4% 、纳税的 70% 、就业的 80% ，整

体上呈现出民营经济活跃、数字经济

领先、县域经济平衡的特点。 然而，在

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浙江也存

在老龄化程度加深（60 岁以上人口占

比为 27 . 36%）、 民 企 中 小 企 业 融 资

难、 缺乏支柱性的新兴产业等问题，

需要金融保险业当好“蓄水池”“助推

器”。 中国人寿作为国有大型金融保

险企业， 1996 年分业经营以来，持续

深耕浙江寿险市场，一直致力于企业

发展目标与地方战略同频共振。 特别

是“十四五”时期，在浙江建设“共同

富裕示范区”的背景下，中国人寿浙

江省分公司（下称“浙江国寿”）共提

供风险保障 1200 万亿元，实现保费收

入 3200 亿元， 赔付与给付 850 亿元，

对浙江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

效的金融支撑。 本文希望通过案例剖

析，从浙江国寿的成功实践中总结提

炼金融央企服务地方的经验做法，为

保险业提供参考。

一、中国人寿服务浙江经

济的主要做法

（一）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构建全

周期、多层次风险防护网

1 .普惠保险创新 ：破解“因病致

贫” 与“因病返贫”双重难题

在基本医保实现统筹的背景下，

浙江国寿积极参与政府主导的普惠

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项目，形成政府

引导、企业经办、市场运作 、个人自愿

的运作模式 ，如杭州市的“西湖益联

保”。 杭州在 2021 年基本保险参统人

群 中 推 出 “西 湖 益 联 保 ”， 保 费

150-300 元／ 人 （2021 年 ， 150 元 /

人 ； 2022 年， 少儿 100 元 / 人， 成人

150 元 / 人 ； 2025 年 ， 少 儿 100 元 /

人 、 200 元 / 人可选 ， 成人 150 元 /

人、 300 元 / 人可选。），支付医保目录

外自费药、 靶向药及质子重离子治

疗 ，免赔额 1 . 8 万，最高支付比例达

80% 。 截至 2024 年底，“西湖益联保”

共参统 1200 万人 ， 12 . 7 万人次报销

28 . 6 亿元 ， 最高支付金额达 112 万

元 ，“个 人 支 付 ” 比 例 从 45 % 降

至 28%。

2 .积极应对老龄化 ：构建“保险

+ �照护 + �医疗”养老服务生态

针对浙江老龄化程度高（较全国

高出 3 个百分点） 这个棘手问题，浙

江国寿承保全浙江 8 个地市政策性

长期护理保险，探索推进“医养一体

化”，在温州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

引进第三方机构组建社区照护站 123

家，开发“线上评估线下服务”系统 ，

失能等级评估时长由 45 天压缩到 15

天，护理补贴“按月到账 ”。 截至 2024

年， 温州长护险累计覆盖成员 360 余

万， 支付待遇保障金额近亿元， 为 1

万多名重度失能人员人均享受待遇

超 2 万元，累计有效缓解“一人失能、

全家失衡”的困境。

3 .守护新业态劳动者：定制化保

险破解灵活就业保障难题

针 对 浙 江 2000 � 万 就 业 人 员 中

35%是灵活就业的现状 ， 浙江国寿推

出“新业态保险计划 ”，以卖骑手为

例，设计推出了覆盖意外伤害、意外

疾病、 他人责任等风险的“安康保”

“定制配送险”等创新产品 ，实行 2 . 8 �

元 / �天的价格，提供最高 50 �万元的

保障金 ，接入了美团、饿了么等平台

的数据 ，做到“骑手订单 ，秒保随行，

遭 遇 意 外 ， 速 赔 随 行 ”， 2024 � 年 为

4 . 5 � 万 自 由 职 业 者 及 骑 手 提 供 了

133 . 7 � 5 亿元的风险保障， 赔付惠及

142 人次。

（二）赋能产业经济发展 ：打造

“融资 + �融智 + �融生态”服务体系

1 . �全链条支持民营小微企业 ：

从风险保障到成长赋能

针对浙江 800 万家中小微企业

“抗风险能力弱、融资渠道有限 ”的痛

点，打造“保险＋信贷＋股权投资”的

解决方案。 风险保障上，创新推出“企

安保”综合保险，提供财产损失、雇主

责任、 产品责任等 12 种风险保障，

2024 年累计为企业提供了 1 . 2 万亿

元保障，赔付金额达 4 . 3 亿元。 信贷

支持上，通过其下属广发银行杭州分

行，建立“政银保”合作机制 ，以企业

保单作为增信 ，创新推出“小微快贷 ”

产品 ， 利率相较于同类产品下降 1 . 5

个百分点， 2024 年累计投放 116 亿元

贷款，支持义乌小商品城 3000 多家企

业出口。 股权投资上，由国寿资本发

起 50 亿元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基金 ，

投资“专精特新”企业，目前已投资杭

州宇树科技 (人形机器人 )、强脑科技

(脑机接口 )等一批“硬科技”企业。

2 .助力产业升级：从传统制造到

“未来工厂” 的保险创新

围绕浙江“415X”先进制造业集

群 ，创设专属产品 。 在杭州“未来工

厂”试点企业中，创设“智能制造险”，

对工业机器人故障 、自动化生产线数

据丢失等风险提供保障，保障金额最

高达到 5 亿元。 吉利汽车工厂投保以

后 ，因生产线控制系统失灵造成停工

损失得到赔偿 800 万元， 停产时间缩

短 60%。创设 " 港口物流责任险 "，保

障货物的延误 、 集装箱的损毁等风

险，在宁波舟山港累计提供保险金额

超过 200 亿元， 助力世界第一大港维

持高效运转。

3 .服务乡村振兴 ：从产业保险到

全链条赋能

浙江是“千万工程”的诞生地，国

寿在浙江构建了“保险保障 + �产业

扶持 + �消费帮扶”乡村振兴模式。 浙

江国寿为丽水市 150 万亩茶园开办

“茶叶低温气象指数保险”，以卫星遥

感装置实时监测茶园气温 ，气温持续

2 小时以下则保险启动 ， 2024 年理赔

金额达到 1200 万元，让农户吃下稳产

增收的定心丸。 在浙江衢州探索生猪

期货加保险机制 ，把生猪价格涨跌列

为保障风险，覆盖农户 5600 户 、生猪

32 万头 ， 使生猪产能维持在 20 万吨

左右。

（三）科技驱动服务升级：构建智

慧保险新生态

1 .数字化理赔 ：从“事后报销 ”

到“实时直付”

浙江国寿打造“理赔大脑 ”人工

智能系统， 对接浙江省内 234 家医院

的 HIS 系统 ，住院花销做到“床边结

算 ”， 出院时直接系统自动计算基本

医保 、大病保险 、商业保险分别的报

销数额 ，病人只需要承担报销后的个

人部分， 2024 年“理赔直付”模式覆

盖的住院患者达 68% ，理赔所需时间

缩短到 1 . 78 天 ， 较“老” 模式快了

70% 。 重疾推出“重疾一日赔”，通过

AI 病理报告识别 ， 确诊当天就赔 ，

“重疾一日赔” 模式为 2 . 3 万患者提

供了理赔服务， 2024 年快速理赔金额

达 5 . 8 亿 元 ， 解 决 了 患 者 的 资 金

压 力。

2 .智能风控 ：从经验驱动到数据

赋能

建设“国寿智核”风控平台 ，整合

工商、税务 、征信等数据 ，构建企业风

险模型，对小微企业的承保速度从 3 �

天缩短到 30 �分钟 。 农业险中， 引入

无人机巡检，实现农田“按图承保、按图

赔付”， 300 �万亩农田“按图查勘 、按图

理赔”， 查勘效率提升 40% ， 骗保率降

至 0 . 8% 。 车险中，启用“AI �定损 ”，自

动识别事故损失 ， 90%的案件实现“零

人工”，定损时间压缩至 15 �分钟。

3 . �线上服务：从“线下跑 ”到“掌上

办”

打造“浙里国寿”平台 ，提供投保 、

理赔 、客服等 28 项业务网上办 ，线上办

的比例达到 95% 。 开通“视频客服”， 11

个地市实现全覆盖 ，老年群体通过视频

连线，能查保单、领养老金 ，累计服务

120 多万人次，群众满意率 98 . 7%。 面向

偏远山区建设金融服务点 500 个 ，智能

机具全覆盖 ，做到“足不出村 、免排长

队 、立马办理”，打通了“最后一公里”。

二、 中国人寿服务浙江民

生保障的经验

（一）政企协同 ：构建“政策需求 - �

企业供给 - �效果反馈”闭环机制

1 .深度参与民生工程的顶层设计

在政府开展长期养护保险的试点

中，浙江国寿积极参与，政府文件采纳

了公司提出的“失能等级评估”“护理机

构评选”等政策建议，形成了“政策文件

+ 实施指引 + 实施细则 ” 的一整套体

系 。 在“西湖益联保”设计中，与医保

局 、卫健委进行了 27 场会谈 ，为不同人

群包括新市民和港台同胞设计了不同

的政策，达到最优效果。

2 .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

与省发改委 、经信厅 、农业农村厅

等建立季度会议机制 ，联合编制《浙江

省重点产业风险保障白皮书》， 及时梳

理痛点，开发产品 。 2024 年针对“专精

特新”企业融资问题，与省科技厅共同

推出“科技型企业履约保证保险”，政府

补助 30%的保费， 200 家企业获银行信

贷 18 亿元。

（二）创新驱动：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的产品服务迭代

1 .建立“需求捕捉 - �快速响应 - �

迭代优化”研发机制

为了适应杭州科技产业快速发展

的形势，公司在杭州未来科技城设立创

新实验室 ，由专业人员组成团队对接创

业者需求，在 24 �个月内迅速开发了“初

创企业团体险”“知识产权质押险”等

8 �款新产品。

2 . �打造“保险 + �服务”生态闭环

在健康保险领域， 整合全省 320 �

家体检中心 、 150 �家专科医院资源 ，为

客户提供“预约挂号 - �住院安排 - �康

复护理 ”全流程服务，构建“保障 + �服

务”价值共同体。在车险领域，联合中石

化 、 中石油推出“一键加油 + �道路救

援 ”服务 ， 2024 �年累计提供换胎 、搭电

等服务 12 �万次 ， 客户满意度提升 23 �

个百分点。

（三）责任担当 ：将企业战略融入

地方发展全局

在绿色金融领域，推出“林业碳汇

指数保险”，为丽水 1800 �万亩竹林提供

碳汇损失保障，每亩年保费 2 . 5 �元，保

障金额 500 �元，助力“绿水青山 ”转化

为“金山银山”。在乡村振兴领域，实施

“千名干部驻村计划”， 选派 1200 �名员

工担任“乡村振兴专员 ”，帮助 26 �个山

区县制定产业保险方案，培育 50 �个特

色农业品牌。

三、保险服务地方民生保

障面临的挑战

1 .区域发展不均衡性依然突出

浙江县域经济相对均衡， 山区 26

县保险密度 4500 元 / 人， 比全省平均

的 6800 元 / 人低 23%，山区县参加农村

养老保险比例 65% ， 比全省低 20% ，部

分偏远乡镇有“保险空白村 ”，老弱贫残

保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2 . �新兴产业风险保障存在缺口

随着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低空经

济等新兴产业的兴起 ，传统的保险产品

无法覆盖科技创新风险 、 信息安全风

险 、空域使用风险等，人形机器人企业

的产品责任风险 、无人飞行企业的第三

者责任风险等，均缺乏成熟的保险解决

方案，不利于产业发展壮大。

3 . 消费者保险意识与行业发展不

匹配

调查显示， 32%的浙江人认为“保

险是骗人的 ”， 45%的小微企业主无任

何商业保险，消费者对保险条款理解不

全 面 ， 理 赔 纠 纷 同 比 5 年 前 增 加 了

15%，保险宣教的任重道远。

四、对策建议

1 . �实施“精准滴灌 ”工程，缩小城

乡保障差距

一是需要下沉服务网络 。 在 26 个

山区县 100 个“乡村振兴保点”设置“金

融村官”坐镇服务，创新山区“乡村振兴

产品”， 为农家乐提供“民宿综合险”，

为茶农提供“采茶人员意外险”，降低保

费标准 30% ，免赔额降低 50% 。 二是保

障项目创新。 创新“共同富裕专属保

险”，整合医疗、养老 、教育 、产业四个

板块 ，由政府补贴 20%保费，管理模式

实现“一人一账户”，可携带、可转换。

2 . �构建“产业保险新基建”，服务

新兴经济发展

设立新兴产业风险研究部门 ，与浙

江大学 、之江实验室等加强合作，开展

低空经济 、元宇宙 、基因治疗等产业领

域的风险识别 、评估定价、赔付模式的

研究 ， 开发系列的新兴产业专属产品 。

创新风险共担机制，建立政府、企业 、保

险公司三方共同承担的风险共保体，对

研发投入高 、 风险敞口大的科创企业，

政府承担 30% �保费 、企业自付 40% 、保

险机构让利 30%，形成“风险共担、利益

共享”的可持续模式。

3 . �推进“保险教育普及工程”，构

建良性互动生态

构建“保险 + �教育 ”场景 ：在省内

学校设立“保险安全课堂 ”，编制《青少

年保险知识读本》，用动画 、话剧引导风

险意识 ，力争用一定时间覆盖省内中小

学校 。 构建透明理赔体系 ，建立理赔进

度“快报 ”，推送立案 、核保 、查勘 、核赔

等 12 �个节点信息， 引入区块链技术实

现理赔数据存证溯源 ，将理赔纠纷率控

制在 0 . 5% �以内。

4 . �强化“科技赋能 ”深度 ，提升服

务质效

建设“保险大脑”中枢系统：整合全

省 1 . 2 �亿条风险数据，运用数字孪生技

术构建区域风险地图 ， 实现风险预警 、

资源调配、 产品定价的智能化决策 ，预

计风险识别准确率提升 40% ，运营成本

降低 25%。 探索“保险元宇宙”场景：开

发虚拟客服 、 线上投保大厅等功能 ，通

过 VR�技术实现保单条款可视化解读 ，

为老年客户提供“一对一”数字人服务，

提升保险服务的可及性和友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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