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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保险公司投入要素产出贡献率计算模型，采用中国９０
家保险公司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资本投入对保险公司产出贡
献率最高，创新次之，最后为劳动投入；第二，不同规模保险公司的投入要素产出贡献率存在明显差

异。为此，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保险公司应注重优化投入要素结构，以促进保险业的健康与稳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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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保险业发展迅速，但保险深度
（３％）和保险密度（２３５美元／人）仍同发达国家乃
至世界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为适应和引领经济

新常态，我国开始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增强经

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这对我国保险公司的发展带来

了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供给侧改革将有效提高要

素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供给侧改革会对保险公司

有新的要求，具体而言就是优化保险供给，使保险产

品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补齐社会保障短板、为改革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１］。总体而言，供给侧改革将

对保险公司供求两端产生影响，要想实现供给侧改

革背景下的供求均衡，根本途径是提高保险公司投

入要素的产出贡献率，实现资本、劳动和创新的合理

配置。要优化保险公司投入要素配置、提升其产出

贡献率，首先是要明确保险公司效率受哪些供给侧

因素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如何。为解决这一问题，笔

者基于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采用国内９０家保
险公司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计
算保险公司投入要素的产出贡献率，进而得到我国

保险公司均衡投入要素并提出提高投入要素产出贡

献率的对策与建议。

一、文献评述

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时间较短，直接研

究供给侧改革与保险业关系的文献较少，但基本都

强调效率和创新在改革中的重要性。胡鞍钢等认为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资本市场效率，仅依靠资

本投入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无法维持经济高速增

长
［２］；龚刚指出我国应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由资本

密集型经济向知识密集型经济转变，并通过技术进

步和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
［３］；赵国新通过分析内蒙

古保险业发展现状，指出供给侧改革会淘汰落后产

能，从而导致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少量减少，而改革引

起的经济结构调整则会引致更多保险需求，同时供

给侧改革也对保险业创新和保险业资产管理提出更

高要求
［４］。国外学者对保险公司效率的系统研究

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多数都是研究某一方面对保
险公司效率的影响。Ｆｅｃｈｅｒ等分别采用数据包络分
析方法和随机前沿方法研究法国寿险公司和非寿险

公司的效率问题，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基本相同：保

险公司的效率受多种因素影响，寿险公司平均效率

略低于非寿险公司
［５］；Ｈａｒｄｗｉｃｋ运用ＳＦＡ方法对５４

家英国寿险公司进行研究，指出英国寿险行业存在

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大公司效率显著优于小公

司
［６］；Ｃｕｍｍｉｎｓ等运用ＤＥＡ方法检验美国保险公司

兼并、效率和规模经济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寿险公

司在 完 成 兼 并 后 经 济 效 率 会 显 著 提 高
［７］；

Ｅｎｎｓｆｅｌｌｎｅｒ等通过检验奥地利 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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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数据发现，放松监管能有效提高保险公司生产

效率，奥地利放松保险监管以后的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
保险公司生产效率得到明显提高

［８］。国内关于保

险公司效率的研究起步于２０００年以后，恽敏等通过
分析１９９９年的保险公司数据指出我国保险业效率
水平普遍较低，各保险公司应根据自身情况做出改

进
［９］；姚树洁等运用 ＤＥＡ方法评估２２家保险公司

的效率分数，之后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力资本、营销

方式、所有制形式、公司规模等都对保险公司效率有

显著影响
［１０］；胡颖等通过 ＤＥＡ方法得出和姚树洁

等基本相同的结论，并进一步指出我国保险公司普

遍存在规模经济，而剔除规模因素后，外（合）资保

险公司效率要高于中资保险公司
［１１］。近年来，为适

应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进一步提高保险公司产出

效率，学界展开对保险公司要素投入和产出关系的

研究，如赵桂芹通过面板数据回归方法考察资本投

入对保险公司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
我国保险公司资本要素投入过度，对保险公司保费

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１２］；张春海等采用ＳＦＡ方法研究

我国财险业人力资本存量与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

指出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能促进产险业产出效率的

提高，但效果不显著
［１３］；周华林等通过分析保险公

司保费变化，发现寿险公司本科学历员工比例对寿

险产品销售收入有较大影响，并据此建议提高寿险

公司高学历员工比例
［１４］；张洪涛等以研发投入、研

发人员比重等因素衡量保险公司创新能力，利用成

对比较矩阵法，发现创新能力是除偿付能力之外对

保险公司产出影响最大的因素
［１５］。

综上所述，相关文献主要围绕保险公司资本投

入、劳动投入、创新投入或公司规模等某一特定因素

展开，综合考虑所有供给侧要素对效率影响的文献

较少。同时，国内外文献对保险公司产出效率的研

究方法多为ＤＥＡ或ＳＦＡ，无法衡量各供给侧要素对
产出的具体贡献。在充分吸收、借鉴上述研究成果

基础上，基于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笔者将资本、

劳动和创新等供给侧要素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利用

我国９０家保险公司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的面板数据，考
察保险公司３种主要投入要素的产出贡献率，并对
保险公司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在供给侧改革背景

下我国保险公司能够合理配置各要素、实现各要素

充分协同。

二、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１．变量选取
①产出变量，即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目前相

关研究中对保险公司产出的衡量方法主要有价值增

加法和金融中介法，前者是将保险公司当作盈利企

业，后者认为保险公司产出主要是对客户提供服务。

在我国保险业统计数据中，一直认为保费收入是保

险公司重要资金来源，可以体现保险公司的经营规

模，且保险公司提供的服务难以定量研究，因此笔者

采用价值增加法衡量产出，选用保费收入作为保险

公司的产出变量，第ｔ期第ｉ家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
记为Ｙｉｔ。

②投入变量。资本投入用总资产表示，总资产
是保险公司控制的能以货币来计量收支的经济资

源，是企业运作经营的动力源泉，是必不可少的投入

指标。第ｔ期第ｉ家保险公司的总资产记为 Ｋｉｔ；劳
动投入用员工人数来表示，由于保险业是劳动密集

型产业，保险交易要通过员工招揽和专业人员的协

助才能完成，因此员工人数是维持保险公司持续经

营的重要因素，第ｔ期第ｉ家保险公司的员工人数记
为Ｌｉｔ；全要素生产率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效率，其主
要来源包括技术创新、组织优化、专业化等因素，因

此以全要素生产率替代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等于产

出的数值减去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残差，第 ｔ期
第ｉ家保险公司的创新记为Ａｉｔ。
２．模型构建
１９２８年美国数学家柯布与道格拉斯在探讨经

济体的投入 产出关系时提出了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

函数。在最初模型中，影响经济体产出的主要投入

要素有资本、劳动，同时产出受科学技术水平的限

制；后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

数现已被广泛运用于投入 产出以及经济体的绩效

评价。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形式为Ｙｉｔ＝
ＡｉｔＫαｉｔＬβｉｔ，对规模收益不变的柯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

数两边求对数，得

ｌｎＹｉｔ＝ｌｎＡｉｔ＋αｌｎＫｉｔ＋βｌｎＬｉｔ （１）
式中，α为代表资本产出弹性系数，β为劳动产出弹
性系数。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α＋β＝１，得ｌｎＹｉｔ－
ｌｎＬｉｔ＝ｌｎＡｉｔ＋α·（ｌｎＫｉｔ－ｌｎＬｉｔ），整理得

ｌｎＹｉｔ／Ｌｉｔ＝ｌｎＡｉｔ＋αｌｎＫｉｔ／Ｌｉｔ （２）
通过对式（１）两边进行求导，得到式（３）
ΔＡｉｔ
Ａｉｔ
＝
ΔＹｉｔ
Ｙｉｔ
－α
ΔＫｉｔ
Ｋｉｔ
－β
ΔＬｉｔ
Ｌｉｔ

（３）

用ａ＝
ΔＡｉｔ
Ａｉｔ
表示创新增长率，用ｋ＝

ΔＫｉｔ
Ｋｉｔ
表示

资本投入增长率，用ｌ＝
ΔＬｉｔ
Ｌｉｔ
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用ｙ＝
ΔＹｉｔ
Ｙｉｔ
表示产出的增长率。对式（３）两边同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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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ｙ可得

１＝ａｙ＋α·
ｋ
ｙ＋β·

ｌ
ｙ＝ρａ＋ρｋ＋ρｌ （４）

式中ρａ＝
ａ
ｙ表示创新对产出的贡献率，ρｋ＝α·

ｋ
ｙ

表示资本投入对产出的贡献率，ρｌ＝β·
ｌ
ｙ表示劳

动投入对产出的贡献率。由ρａ＝
ａ
ｙ、ρｋ＝α·

ｋ
ｙ和

ρｌ＝β·
ｌ
ｙ可知，投入要素的产出贡献率实际上是该

要素的增长率占总增长率的比重，即产出增长中各

要素投入贡献的大小程度。保险公司投入要素的产出

贡献率可体现３种要素投入对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影
响，可以分析保险公司效率中各种要素的贡献程度。

三、样本选择与实证检验结果

１．样本选择与数据描述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与权威性，选取我国

９０家保险公司相关数据。样本期确定为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原因在于２００７年以前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态
势，２００８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运行产
生巨大冲击，为规避突发性、系统性风险对于检验结

果稳定性的影响，样本起始选择为２００８年；而２０１５
年的数据是研究过程中所能得到的最新数据。研究

过程中，考虑价格因素影响，利用以２００８年为基期的
ＧＰＤ指数对保费收入及总资产进行平减，以消除同期
价格因素影响。实证检验数据均来自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中国保险年鉴》，样本数据统计特征见表１。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统计值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保费收入
／百万

平均值 １５５５２．２２ １９１７１．２４ ２７８０２．７２ ２５７１５．５１ ２８１０２．８９ ３１８９８．５３ ３６７１４．５８ ３８５２５．４６

最小值 １．９８ １１．６３ ２２．３５ １０．９８ ６６．６１ ４２．４９ １０．０４ １４．７０

最大值 ３５０９９５．００ ３８９５０４．００ ４７５７１１．００ ４３４９２８．００ ４６４８１４．００ ４９７４６５．００ ５３７５８３．００ ５４８２６７．００

总资产
／百万

平均值 ５３１３８．５６ ６５９４６．６７ ８２０５１．９９ １０８１８１．７３ １３１２８１．８７ １４５９２５．００ １６８４７８．４１ １９８２４９．８１

最小值 １５１．００ １６１．００ １７２．３８ １９６．４８ ２４６．８６ ３５２．３６ ２３５．７３ ４８．１２

最大值 １２８１３５８．００ １５５４６４５．００ １７７６０２０．００ ２２８５４２４．００ ２８４４２６６．００ ３３６０３１２．００ ４００５９１１．００４７６５１５９．００

员工人数
／人

平均值 ３５３１６．６０ ２８６６１．２６ ２８３７６．５４ ３１５６６．１８ ２７４８３．９７ ３１１９２．７２ ３５６８３．７６ ４００３２．２４

最小值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２．００ ２３．００ ２５．００

最大值 ８１８２４１．００ ５０６７８２．００ ５３０６２９．００ ５７６５９２．００ ６２６８２５．００ ６９９９８３．００ ７７７０９２．００ ６５９９８０．００

　　由表１可知，我国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平均值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总体呈现递增态势，平均增长率高达
１３．８４％，但２０１１年比２０１０年降低２０．８８亿元，主
要原因是由于银保新政、银行揽储等因素，保险保费

收入只有约９７２１亿元，同比下降８．５７％；总资产平
均值呈不断上升趋势，其增长率呈 Ｕ型，２０１１年总
资产增长率达到最大值３１．８％；平均员工人数波动
较大，尤其是２００９年比２００８年减少１８．８４％，这主
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冲击，保险公司减少员工所致。

值得关注的是，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发现９０家保险公
司８年平均保费收入从高到低排序，处于第１０位是
第１１位的１．５１倍，且前１０大保险公司占总体的
８５％，具体包括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
民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

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康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由于不同规模保险公司保费收入、总资产、员

工人数有非常大的差异，而现代金融理论认为存在

规模差异的公司，其治理结构、投入 产出、经营绩效

等均会存在系统性差异，因此保险公司的供给侧改

革应“量体裁衣”。考虑目前保险公司区分明显，供

给侧改革发力点也会有所区别，将保险公司分为大

型和中小型两类进行分析。

２．参数估计结果
基于９０家保险公司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的数据，借助

Ｅｖｉｅｗｓ７．０软件对式（２）中的参数α进行估计（表２）。

表２　参数估计结果

变　量 系数 标准差 ｔ值 Ｐ值

Ｃ －１．０７１８５６ ０．０５０４９４ －２１．２２７３ ０　　　

Ｌｎｋ／ｌ ０．７８３３５５ ０．０３０９１８ ２５．３３６２２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８６４９７３ Ｍｅａ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 ０．０２５９４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８４５６５３ Ｓ．Ｄ．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ｖａｒ １．７７０８５６

Ｓ．Ｅ．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０．６９５７１７ Ａｋａｉｋｅｉｎｆｏ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２．２２９９

Ｓｕｍｓｑｕａｒｅｄｒｅｓｉｄ ３０４．４４９９ Ｓｃｈｗａｒｚ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２．８０８６７７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７１１．７６７７ ＨａｎｎａｎＱｕｉｎｎｃｒｉｔｅｒ． ２．４５３３４６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４４．７７０３ ＤｕｒｂｉｎＷａｔｓｏｎｓｔａｔ １．４９５１０９

Ｐｒｏｂ（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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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２可知，参数估计结果较为稳定和可靠。
其中资本投入弹性为０．７８３３５５，资本投入增加１个
百分点，保费收入仅增加０．７８个百分点。回归结果
显示Ｒｓｑｕａｒｅｄ为０．８６４９７３，解释能力较强，Ｆ检验
的显著性为０，说明模型中因变量与所有自变量整
体的线性关系显著。

通过式（２）计算各保险公司 Ａｉｔ的值并利用式
（３）计算投入要素与产出的增长率，并通过式（４）来
确定贡献率。各要素贡献率如表３所示，各要素增
长率如图１所示。

表３　我国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保险公司
创新及各要素贡献率 ％

年份 创新贡献率 资本贡献率 劳动贡献率

２００９ ３６．４０ ８１．１４ －１７．５４

２０１０ ５７．９９ ４２．４９ －０．４８

２０１１ ４６４．７３ －３３２．３０ －３２．４４

２０１２ －３４．８８ １８０．１７ －４５．２９

２０１３ １３．６６ ６４．６９ ２１．６５

２０１４ －０．８５ ８０．１９ ２０．６６

２０１５ １０．４１ ７１．９１ １７．６８

　　结合表２、表３和图１可知：资本投入弹性是
劳动投入弹性的近 ４倍，资本投入增加 １个百分
点，保费收入增加 ０．７８个百分点，而劳动投入增
加１个百分点，保费收入仅增加 ０．２２个百分点，
因此资本对保险公司经营效率的贡献远高于劳动

投入的贡献，这与我国保险公司长期以来一直重

视资本积累，通过资本驱动促进保险公司发展的

情况相一致。劳动投入对我国保险公司经营效率

的贡献相对较低，原因是我国保险公司劳动在收

入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我国劳动力整体素

质不高、保险从业人员数量不足、人才流动无序。

此外，２０１１年出现较大异常值，这主要是因为
２０１１年我国保险业全年原保险保费收入为 １．４３
万亿元，较２０１０年同比下降１．３％① !保费收入的下
降导致保费收入负增长率，进而使２０１１年出现异
常值，为此，在下面的分析中剔除掉 ２０１１年的异
常值。

从各要素对产出（保费收入）的平均贡献率来

看，平均最高的是资本，达８６．７７％，这说明保险公
司目前主要的发展动力还是资本；创新对产出的平

均贡献率（１３．７９％）仅次于资本，说明保险公司的
产出贡献中技术进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劳动对

产出的平均贡献率为负，其中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均为负
值，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才有所好转。武晓芳等利用 ＤＥＡ
模型研究人寿保险企业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得出的

结论说明我国保险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不稳

定，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不佳的原因可归结为规模效

率不高，即现有的人力资源数量和结构与企业发展

的要求有一定差距
［１６］。从３大要素年均增长率来

看，样本期间内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创新的年均增

速分别为２０．２９％、２．６５％和９．１０％，其中创新增长
率波动较大，但大多数年份资本投入增长率都是最

高的，这更加证实了我国经济的增长驱动力还是通

过资本投入（图１）。

图１　产出增长率及供给侧各要素增长率

３．不同规模保险公司的检验结果
我国大型保险公司规模大、人员多、资本实力

雄厚、占有较大市场规模、成立时间长，大多具有

国有企业的特征，中小型保险公司中相当一部分

具有民营和外资背景、成立时间相对较短、数量

众多、发展不均衡、一部分甚至处在亏损线之下，

因此需要对样本中保险公司进行分层。研究过

程中，以样本量中保险公司 ８年平均保费收入占
样本８年平均总保费超过 ３％作为划分标准，将
保险公司分为大型和中小型两类。采用面板数

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对参数进行估计，结果见

表４。
从表４可以看出，大型保险公司α系数明显大

于中小型保险公司，对于大型保险公司而言，资本

经营效率和贡献率要高于中小型保险公司，这与

大型保险公司发展规模大、资本积累较多有关。

通过式（２）计算出不同规模保险公司创新的数值
（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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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２０１０年１１月，银监会向各商业银行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商
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合规销售与风险管理的通知》，此后，经协调，

保监会与银监会于２０１１年３月联合发布《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监
管指引》，鼓励银保之间以电话销售、网上销售等创新销售模式深化

合作关系。人身险销售渠道受制于银保新政，业绩下滑明显；财产

险市场，尤其是车险市场商业条款遭受公众质疑，引发信任危机。

监管新政并非银保业务增速骤降的惟一原因，２０１１年，受加息影响，
部分寿险产品收益率低于银行存款利率，其吸引力也随之下降。



表４　不同类型保险公司面板数据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差 ｔ值 Ｐ值 Ｆ值

Ｃ
大型保险公司 －１．１１５１８４ ０．０６８６５８ －１６．２４２４８ ０ 中小型

中小型保险公司 －１．０６１００６ ０．０５４９５２ －１９．３０７９１ ０ ２８．０３３３１

Ｌｎｋ／ｌＣ
大型保险公司 ０．９１４６２５ ０．０２６７５２ ３４．１８８９９ ０ 大型

中小型保险公司 ０．７４９８３１ ０．０３６３０３ ２０．６５４６９ ０ ９１８．０１２４

表５　我国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不同类型保险公司创新数值

年份
创新数值

大型 中小型

２００９ ０．４３ ０．６４

２０１０ ０．５４ ０．８１

２０１１ ０．３５ ０．５３

２０１２ ０．３４ ０．５０

２０１３ ０．３４ ０．５１

２０１４ ０．５２ ０．７７

２０１５ ０．６０ ０．８９

　　利用式（４）得出不同类型保险公司各要素贡献
率（表６）。

表６　我国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不同类型
保险公司各要素贡献率 ％

年份
创新贡献率 资本贡献率 劳动贡献率

大型 中小型 大型 中小型 大型 中小型

２００９ ６．９５ ５９．６７ １０１．３２ ４４．１０ －１８．２７ －１３．７７

２０１０ ５９．６４ ３２．１９ ８７．９６ ３３．８０ －１．５９ １４．０１

２０１１ ５８６．３０－１０４．８２－２７４．５８－４０１．１３ －１１．７２ ３．６８

２０１２ －８３．１０ －１８．３８ ２１７．２４ １６４．３３ －１４．１５ －１５．９６

２０１３ ２０．８５ －１２．６６ ７０．８２ ６０．４０ ８．３３ ２２．２６

２０１４ －１２．３９ ３５．３８ ９９．０７ ６９．７６ ２３．３３ －５．１４

２０１５ －６４．７９ ４２．１１ ７８．２７ ３５．４３ －３．８４ ４９．３６

　　从表５和表６可以看出，大型保险公司和中小
型保险公司之间还有很大差距，剔除２０１１年异常值
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从资本投入角度看，
中小型保险公司６年平均资本贡献率为６７．９７％，
而大型保险公司６年平均资本贡献率为１０９．１１％，
都出现了明显的以资本投入推动保险公司产出增加

的现象，但是大型保险公司的情况更加明显。一般

来说，大型保险公司规模大、资金雄厚，能通过资本

投入提高产出。②从劳动贡献率角度看，中小型保险
公司６年平均劳动贡献率为８．４６％，而大型保险公司
６年平均劳动贡献率为－１．０３％，这表明大型保险公
司劳动力的投入不仅没能提高产出贡献，反而抑制产

出的增加，这是因为大型保险公司员工人数众多且较

低学历人群比例较高，因此员工素质不高导致负的产

出贡献。③从创新贡献率角度看，中小型保险公司６

年平均创新贡献率为２３．０５％，而大型保险公司６年
平均创新贡献率为－１２．１４％，从创新数值看，大型保
险公司的创新值远小于中小型保险公司创新值。董

晓庆等运用ＤＥＡ的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方法，基于５大类
高新技术行业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技
术创新的相关数据，以民营企业为参照对象，对国有

企业创新效率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国有企业创新效率

都明显低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确实存在不容忽视的

创新效率损失
［１７］。一方面，样本内大型保险公司大

多为国家控股，其在资源配置、技术使用、管理效率等

方面有所欠缺，而中小型保险公司大多为中外合资与

民营企业，在创新方面更加灵活一些，同时由于没有

足够的资本和劳动要素，中小型保险公司为了追赶大

型保险公司会更加关注创新的贡献；另一方面，对于

大型保险公司来说，企业更多关注市场份额的增长，

而资本、劳动投入往往是更直接、更有意义的手段，从

而导致大型保险公司对创新关注相对不足。

综上所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对我国

保险公司产出贡献最大的是资本要素的投入，虽然

创新正逐渐成为我国保险公司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

一，但大型和中小型保险公司之间差距明显。随着

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土地、劳

动力等资源价格不断上涨，依靠简单的资本推动和

资源推动效益增长已经无法维续，创新的重要性将

不断提升。研究创新对效益的推动与增加，将是我

国保险公司需要关注的重点。

四、结论与启示

基于我国２００８—２０１５年９０家保险公司的面板
数据，研究保险公司资本、劳动、创新３大要素投入
对产出贡献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从目前现状来看，
保险公司资本投入对保险公司产出贡献率最高，其

次为创新，最后为劳动投入；②大型保险公司和中小
型保险公司３类贡献率也有很大差异，因此，不同类
型保险公司应“量体裁衣”，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发展

及体现保险的社会职能。

此次研究结果的启示如下：①保险公司供给侧
改革应注重优化要素结构。从实证研究中可以看

出，剔除２０１１年的异常值，近 ６年来平均资本、劳
·７１·



动、创新对产出的贡献率分别为８６．７７％、－０．５６％
和１３．７９％。目前，我国保险公司发展中资本的贡
献率超过８０％，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而创新的贡献
率不到２０％，两者相比有巨大差距。因此，要积极
鼓励创新，提升创新及其贡献率，优化保险公司结

构，优化资本投入结构、劳动投入结构及促进创新快

速增长，通过供给侧改革培育保险在新常态下以创

新为主的发展动力，与需求侧发展动力形成合力，共

同推动保险公司健康快速发展。②保险公司要增加
对创新要素的投入。保险公司可从产品、服务、资金

端等方面进行改革，通过减少过度资本和劳动要素

投入、增加对创新要素投入，促进保险公司效率提升

及供给侧改革深化。由于对保险公司绝大部分产品

均有税收减免政策，保险产品供给量较大，但真正实

现保险保障功能、体现保险社会稳定器职能的产品

供给相对不足，同时保险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准相对

不高，这样一方面导致保险公司过度劳动投入，但效

率仍然低下，另一方面使得人们对保险产生一定程

度的误解。通过对保险公司投入要素的调整可以更

好实现保险公司的供给侧改革，提供更多契合客户

真正需求的产品，增加具备专业水准的从业人员，优

化保险资金的投资渠道。保险公司的供给侧改革，

可以实现保险公司、消费者和其他主体的多方共赢，

实现帕累托最优。③保险公司供给侧改革要注重
“量体裁衣”。不同规模保险公司资本、劳动、创新

对产出贡献率有较大差距，因此要根据保险公司规

模、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供给侧改革。不同保险公司

资本贡献率相差很大，中小型保险公司６年平均资
本贡献率为６７．９７％，而大型保险公司６年平均资
本贡献率为１０９．１１％，大型保险公司的资本贡献率
高于中小型保险公司，因此对于保险公司，尤其是大

型保险公司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一方面要优化资本

结构，提高资本质量，另一方面注意不要过度进行资

本投入，保持适当的资本贡献率。同时，不同保险公

司的劳动贡献率也有明显差异，其中中小型保险公

司６年平均劳动贡献率为８．４６％，而大型保险公司
５年平均劳动贡献率为 －１．０３％，大型保险公司的
劳动贡献率为负数，这说明大型保险公司在劳动力

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大型保险公司应在人力资源方

向改革转型，加大对员工培训、增长高学历人才在人

员结构中的比例、提升员工整体素质，员工素质提升

的同时会促进创新贡献率的提高。再次，不同保险

公司创新贡献率也有很大差距，其中中小型保险公

司６年平均创新贡献率为２３．０５％，而大型保险公
司６年平均创新贡献率为－１２．１４％。

保险公司创新的发展动力有很多，如资本的有

效使用、高端人力资本的使用、政府提升市场活力、

优化产业结构等，大型保险公司应利用自身规模、资

源优势，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科技进步增加创新

贡献率，加强保险公司对新技术的利用度，培育新的

增长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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