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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和近期通胀冲击之后，发达经济体正面临社会不平等

加剧和社会保障网络削弱的挑战。作为应对措施，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机构等关键

行业利益相关者正在探索普惠保险，以扩大对服务不足群体的保障覆盖。普惠保

险是金融普惠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确保无论社会经济或人口统计状况如何，所

有人都能获得基本金融服务。通过防止个人和家庭陷入或重新陷入贫困，保险可

以缓解社会不平等。此外，量身定制的保险方案还可增强社会经济融合，例如为

移民提供保险以及填补传统社会保险系统日益扩大的缺口。 
 
保保险险普普惠惠缺缺口口 
关于保险普惠性的讨论与保障缺口的概念密切相关。风险保障缺口指经济损失或需求

中未被保险覆盖的部分，突显个人、家庭和企业在健康支出、自然灾害或网络损失等

风险面前缺乏足够保障的领域。在全球范围内，这些缺口显著，未满足的保障需求高

达数万亿美元。保险保障缺口具体反映了经济上合理且可行的保险覆盖与实际保险使

用之间的差距。普惠性缺口则聚焦于被保险市场排除或服务不足的社会经济群体，例

如低收入人群。此类缺口通常相对于某一参考人群进行衡量。普惠保险通过提供便捷、

可负担的产品，专门针对这些群体的具体需求（见图 1）。 
 

 
 

  



保险普惠性的全面和国际可比数据，如特定人群中持有保险的比例，仍然稀缺。

这是因为保险公司通常只报告保费总额及其他财务指标，而不会报告正在生效或

某期间承保的保单数量，或是持有这些保单的个人数量，更不会按社会人口群体

进行细分。 
 
全全球球客客户户调调查查的的发发现现 
为填补这一空白，日内瓦协会开展了一项全球客户调查。调查于 2024年第二季
度进行，覆盖了七个发达经济体（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

班牙）的超过 28,000个具有代表性的家庭，重点关注六大群体（老年人、Z世代、
慢性病患者、自雇人士、低收入者和移民）。 
 
调查显示，发达经济体中约 85%的受访者拥有至少一项自愿保险产品，其中机动
车和住宅财产保险最为普遍，而重大疾病和收入保障保险最少见。低收入群体、

Z 世代和移民的保险持有率通常低于参考人群，表明存在普惠性缺口（见图 2）。   
 

 
 

在所有受访者中，美国居民的保险持有率最低，仅为 78%。而法国的保险持有率
最高，达 92%。在老年人群体中，66%持有个人健康保险，法国远远领先其他国
家。这可能是因为公共健康保障（Securité Sociale，社会保障）存在缺口。英国的
低收入受访者保险覆盖率显著高于该子群体的全球平均水平（70%），这可能反映
了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灵活、低成本产品的广泛可得性。在日本，Z世代受访者
的保险持有率最低，或许与年轻人收入相对较低以及长时间与家人同住的倾向有

关。德国在个人责任保险方面领先，有 72%的居民持有此类保险，而样本平均仅
为 30%。这反映了德国的法律规定，个人需全额赔偿因自身行为对第三方造成的
任何财产或人身损害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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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还显示，近三分之一的日本受访者认为自己需要更多保险，为所有受调查国

家中比例最高。德国参与者则最不愿意增加保险需求。在全球范围内，个人健康

保险和住宅财产保险是最需要的额外保障。在各群体中，Z世代的保险需求尤其
突出，尤其是在美国和日本。对于未投保人群，不同群体的保险需求差异较大，

从老年人群体的 21%到 Z世代的 35%。个人健康保险和住宅财产保险依然是最受
欢迎的选择。 
 
对于所有社会人口群体而言，可负担性始终是最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对低收入人群。

对于 Z世代来说，缺乏时间了解产品是导致未购买保险的一个尤为重要的因素，尤其
在日本、德国和西班牙，这一因素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对可负担性的担忧。 
 
受访者对保险提供商有三大主要期望：降低保险费用、提供更清晰的政策条款，

以及改进理赔流程。 
 
普普惠惠保保险险的的障障碍碍 
报告将普惠保险的障碍分为四个主要方面：可得性、可及性、可负担性和认知度。

可得性问题源于为不同社会人口群体提供多样化保险产品的供应不足。这通常由

信息不对称引发，例如逆向选择（高风险客户更倾向于购买保险）和道德风险（投

保客户的行为变得不够谨慎）。此外，由于缺乏用于精确风险评估的充分数据，

或者因严格的监管等制度性因素抑制了产品创新，保险公司可能会将某些群体排

除在外。 
 
可及性挑战对于地理位置偏远地区尤为突出。依赖代理人和经纪人的传统分销方

式可能将无法接触到这些中介的人群排除在外。数字鸿沟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障碍，

无法接触互联网或缺乏数字素养的人群难以在线与保险公司互动。 
 
可负担性是一个关键障碍，特别是对低收入家庭而言。例如，由于逆向选择和分

销成本等因素，高额保费往往使保险变得难以负担。此外，对某些资产（例如洪

水区的住宅）相关费用的误解可能导致对成本的错误认知，从而进一步阻碍保险

的采用。 
 
认知度不足通常反映了潜在客户金融素养的不足。许多人未能理解保险的益处或

低估了不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这导致了普惠性缺口。金融素养的不足还可能引

发行为偏差，例如损失厌恶，使人们进一步拒绝购买保险，因为他们将支付保费

视为确定的损失，而将理赔视为未来不确定的收益。 
 
  



保险公司必须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障碍，包括增强信任、开发相关产品、

提高可及性、提高金融素养并与公共部门合作。 
 
信任是客户对保险公司未来履约承诺信心的基础。信任降低了交易成本并缓解了

负担问题。在数字时代，基于技术的中介机构可以通过为服务不足的群体提供平

台来建立信任。信任还可以减轻保险购买中的行为偏差，例如对即时奖励的偏好

超过未来收益。特别是，对于缺乏保险经验的服务不足群体，保险公司的理赔实

践中的信任至关重要。 
 
针对多样化、服务不足的人群，开发经济实惠且相关的保险产品是普惠保险的关

键。这需要在监管限制下，根据具体需求定制和简化产品特性，同时利用技术、

数据分析和行为激励。 
 
降低保险可及性障碍对于实现普惠性至关重要。数字平台和基于社区的分销方式

可以帮助克服这些障碍，尤其是在偏远地区。了解背景的本地代理人也可以在接

触服务不足人群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通过社区机构或数字平台开展针对特定人群的量身定制的金融教育计划，可以提

升金融素养，并显著增强保险的普惠性。 
 
与政府机构和监管机构的合作对于创建普惠保险市场至关重要。这包括在风险池

不足够大的情况下倡导强制保险计划（同时激励风险预防和应对道德风险）、设

计保费补贴以使高风险群体能负担得起保险，同时激励风险预防，以及制定支持

简化、易于获取的保险产品的监管政策。公共部门的参与还可以促进数字分销渠

道的使用和监管沙盒的开发，从而推动普惠保险的创新（见图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