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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货物贸易总量和服务贸易总量都处于扩张状态，但中国的保险服务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形势却不太乐观。分析其结构可知，保险服务贸易表现为长期逆差，但中国的货物贸易表现为长期顺

差，两者都呈扩大趋势。由于货物贸易会对保险服务产生引致需求，故本文分析了中国货物贸易对保险

服务贸易逆差的作用，利用2000~2018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中国货物贸易总额增加会带动保

险服务贸易逆差的扩大并主要从货物贸易商的投保选择和贸易术语的选择方面解释了该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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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total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is expanding, bu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ervice trade,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insurance service is not very optimistic.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ts struc-
tur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trade in insurance services shows a long-term deficit, but the trade in 
goods in China shows a long-term surplus, both of which show an expanding trend. Due to the de-
mand for insurance services caused by trade in goo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 of China’s 
goods trade on the insurance service trade deficit. Using the data from 2000 to 2018 for empirical 
analysi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increase of China’s total trade in goods will drive the trade in in-
surance services. And this paper mainly explain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from the choice of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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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ance and trade terms of the goods tr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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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开始超级全球化，中国对外贸易量不断增加。2001 年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之后，中国的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不断加快，迎来了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

净出口作为“三驾马车”之一，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其中长期保持顺差的是经常账户中

的货物贸易，而服务贸易则表现为长期逆差且逆差程度不断扩大，其逆差的主要来源之一即是保险服务

贸易。 
具有风险控制、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等功能的保险，是我国金融领域开放最早的部门。WTO 将保险

服务贸易分为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移动四种类型，可以分别理解为 A 国保险公司在

本国境内为在 B 国境内的保险标的提供保险服务、A 国保险公司在本国境内为进入 A 国的 B 国服务消费

者提供保险服务、A 国保险公司通过在 B 国设立常设机构在 B 国提供保险服务、A 国保险公司派其工作

人员进入 B 国提供保险服务。而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服务项目下的保险一栏指的是一国居民和非居民之间

进行提供保险以及相关辅助服务的交易，因此只包含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和自然人移动三种模式。而在

我国保险进出口中，跨境交付为主要形式，其中，货物运输保险则是影响我国保险服务贸易量的主要项

目。 
货物运输保险与货物贸易息息相关，一般情况下，货物贸易的发生会带来货物运输保险的贸易。数

据显示，随着我国货物贸易总额从 1990 年的 125 亿美元增加到 2019 年的 43728 亿美元，保险服务贸易

总额从 3 亿美元增加到 158 亿美元，由此可见货物贸易的进行会促进保险服务的进出口，但是我国的货

物贸易从 1994 年起就一直保持顺差，而保险服务贸易则是从 1994 年起开始保持逆差，且两者都呈扩大

趋势。货物贸易与保险服务逆差之间有何联系，其作用机制又是什么，为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 

2. 文献综述 

保险行业在中国金融产业中率先实行全面对外开放，但由于其存在诸多问题，导致我国保险服务缺

乏国际竞争力，长期处于逆差状态。杨贇、李雅珍(2011)对比了中国与美国、英国、日本和瑞士的保险服

务贸易情况，发现中国的保险服务贸易开放度和国际市场占有率都处于低水平状态，逆差情况严重[1]。
刘建廷(2012)通过对比中日韩三国的保险服务贸易，得出虽然中国的保险服务贸易规模较大，但逆差较日

韩大得多[2]。田园、付亦重(2013)则认为虽然中国保险服务贸易同美国一样都是长期保持巨额逆差，但

美国的保险服务竞争力要比中国高得多[3]。而石红莲、董蕊(2018)提出相较于同样保险服务竞争力不强

的日本和印度，中国的情况在不断改善[4]。 
多数研究者认为我国保险服务贸易的逆差主要是由竞争力不强造成的，所以大量的研究在对我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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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刘玮、刘卫娜(2010)提出，我国保险服务贸易竞争力不强与我国

保险企业国际化程度不高有关，因为投保人在选择保险服务时倾向于选择跨国保险公司，以降低自己的

交易成本[5]。吴飞霞、黄幼丽(2013)认为我国保险企业的规模无效率导致了保险服务出口时缺乏竞争力

[6]。刘露(2019)则认为保险属于知识密集型的行业，我国保险市场发展滞后、公司经营水平不高、保险

监管水平低下是造成保险竞争力差的重要原因[7]。除此之外，基于“钻石模型”对我国保险服务竞争力

的研究也比较多。陈增明、余香(2013)利用主成分回归分析得出保险资产规模、居民收入、货物贸易、银

行信贷、FDI 等都对保险服务竞争力有明显促进作用[8]。陈京京、李成才(2015)指出我国保险业在资金运

用和从业人员素质方面存在缺陷，影响其竞争力[9]。 
关于货物贸易与保险服务贸易之间关系的研究比较少。江维(2008)研究认为我国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

高度相关，但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推动作用明显不足[10]。李文(2013)则认为中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之间存在长期的结构性互动关系，且前者对后者有较大的促进作用[11]。胡晓晖(2020)对比了我国的服务

贸易和货物贸易的数据发现，国际服务贸易在跨境交付方面受到货物贸易的影响较大，尤其是保险服务

的发展受到的制约更大[12]。李婷婷(2013)指出货物贸易的产生带来了保险服务的产生，但与我国进行频

繁货物贸易往来的国家大多服务贸易发达，因此货物贸易拉动了保险服务的进口，对我国保险服务的出

口反而有消极作用[13]。叶雪云(2017)提出货物贸易会带动保险服务贸易的进行，我国货物贸易具有出口

竞争力，促进了保险服务贸易的出口[14]。朱晓艳(2000)则发现双边贸易的大量进行会刺激保险服务贸易

的增加[15]。 
回顾文献可知，关于我国保险服务贸易的研究多以保险服务的出口为被解释变量，并且鲜少对货物

贸易和保险服务贸易逆差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直接选取我国保险服务贸易的逆差额为被解释变量，

分析我国货物贸易对其影响。 

3. 我国保险服务贸易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老百姓的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逐渐改善，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也

越来越高，作为服务业组成部分的保险业也在不断发展，我国的保险服务贸易总额从 2000 年的 257922.4
万美元提升至 2018年 1647867万美元，增加了 5倍多，但在我国货物贸易总额中的占比平均只有 0.5546%，

且长期处于严重的逆差状态，每年保险服务的进出口量都在增加，但出口量远不如进口量增加的多。 
图 1 是我国保险服务贸易情况，保险服务出口额在 2000 年仅有 10780.2 万美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后，2001 年出口额翻了一番，变为 22732.74 万美元，之后除了 2016 年左右有所回落，我国的保险服务

出口额一直呈增加趋势，到了 2018 年增加到了 492700.82 万美元，平均增长速度为 27.41%；同时，我国

保险服务进口额也呈增加趋势，从 2000 年 247142.17 万美元增加到 2014 年 2245409.11 万美元，2015 年

相较 2014 年的进口额虽有大幅下跌，但随后几年又有所增长。可以看出，我国的保险服务进出口数额在

2015、2016 年前后都出现收缩现象，之后有一定上浮。 
图 2 是我国货物贸易情况，与保险服务贸易类似，货物贸易的出口额和进口额都是呈上升趋势，也

都是在 2015 年有明显下降，随后有所回升，2009 年也存在类似情况。初步观察可得我国货物贸易与保

险服务贸易发展步调基本一致，但也有明显的差别，由图 1、图 2 可以看出，从 2000 年起我国货物贸易

就一直保持大额顺差，而保险服务贸易则一直是逆差状态，并且除了 2015 年前后的波动之外，逆差整体

上呈不断增加趋势。 
一国货物贸易的发展会影响该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在保险领域，货物贸易的进行不仅会自然带动保

险服务贸易的发生，也会因为频繁的国际货物交易促进保险行业的竞争，尤其是与国外保险企业的竞争

对提升国内保险服务水平、规范性等有很大帮助。我国保险服务贸易总额的增加的确可以证明货物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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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保险服务贸易这一关系，但是服务贸易对保险服务持续低水平竞争力的改善作用并不明显，反而保

险服务逆差的变化趋势却与货物贸易总额相似，其中可能存在其他机制造成该现象的出现，故本文首次

提出以保险服务逆差为被解释变量，服务贸易总额为核心解释变量研究二者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Figure 1. China insurance service trade (unit: USD 10,000) 
图 1. 中国保险服务贸易(单位：万美元) 

 

 
Figure 2. China trade in goods (unit: US $10,000) 
图 2. 中国货物贸易(单位：万美元) 

4. 货物贸易对我国保险服务贸易逆差的作用机制 

现代社会，分工合作是市场经济运转中的必然现象，每一个行业都不是独立的，它或多或少都会与

其上游产业、下游产业以及人民生活产生关系，甚至间接地对与其不相关的产业产生影响。我国的保险

服务贸易就受到货物贸易的影响，一方面保险服务贸易量随着货物贸易量的增加而增大；另一方面，保

险服务逆差也随着货物贸易的进行不断扩大。由于我国保险服务贸易中很大一部分是由货物运输保险贸

易构成的，而货运险是伴随着货物贸易产生的，故货物贸易量与保险服务贸易量的正相关关系是显而易

见的。关于货物贸易对保险服务贸易逆差的作用机制解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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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货物贸易商的投保选择 

在进行货物贸易时无论是国内投保者还是国外投保者都倾向于选择外国保险公司，而很少选择国内

的保险公司。 
其一，由于我国保险业核心竞争力不足，所以货物贸易商会更多地选择竞争力比较强的外国保险公

司投保。一方面，我国保险业本身就起步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又陷入停滞，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

复苏，一直到现在我国保险业的资金实力、产品开发技术、业务开展方式等都远不如一些外国保险公司，

这就造成我国保险公司运营成本、保费价格高，在与国外保险公司竞争时处于劣势，失掉大量订单。另

一方面，我国保险领域的高质量从业人员非常少，2018 年我国保险行业从业人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

占比仅有 20.84%，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占比仅有 0.41%。而国际间的保险服务更为复杂，需要精通风险评

估、精算、国际仲裁、国际贸易并且熟悉相应国际法律法规的复合型人才，这也是导致我国保险业竞争

力不强的重要原因，致使货物贸易商更青睐外国保险公司。 
其二，我国保险公司向国内市场倾斜，忽视了在国际市场上的发展，导致货物贸易商在选择保险时

直接把目光投向国外。中国人口众多，储蓄率高，全社会的风险和保险意识不断提高，对保险产品的潜

在需求和消费潜力巨大，再加上我国保险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严重不足，于是国内的保险公司就将目标

放在了国内老百姓身上，缺乏“走出去”的动力，导致大量国际保险订单流向国外。此外，我国的保险

市场巨大的消费潜力也可以从我国保险业不断增长的外商直接投资中体现出来。 
其三，路径依赖。由于国际贸易比国内贸易更复杂，风险业相对更高，所以国际订单对保险公司的

要求比较高，货物贸易商在投保时必须十分谨慎。但是对保险公司的调查成本十分高昂，因此货物贸易

商往往会选择自己比较信赖的、与自己有多次合作的保险公司投保。而我国保险业起步晚、竞争力不强，

货物贸易商一直以来与外国保险公司合作较多，形成路径依赖，故即使我国保险服务水平有所改善，短

期内也不会对货物贸易商的选择产生很大影响。 
我国保险业竞争力不足、保险市场向国内倾斜以及货物贸易商的路径依赖，都会导致投保人在投保

时更多地选择国外保险公司。随着货物贸易量的飞速增长，也就致使我国保险服务贸易的逆差越来越大。 

4.2. 居民生活水平 

一方面，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货物进口的增加，拉动保险服务贸易；另一方面，货物贸易

量的增加，也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国民收入，有利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使得出国旅游的人

数增多，不仅增加了旅游服务进口，也增加了旅游时保险服务的进口，因为出国旅游时购买保险是必要

的，而买当地的保险能使权益得到更有力的保障。可知，货物贸易与居民生活水平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

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会扩大保险服务贸易的总额和进口额，从而影响保险服务贸易逆差。 

4.3. 贸易术语的选择 

货运险进出口的选择与贸易术语息息相关。目前国际货物贸易惯用的贸易术语主要是 FOB 和 CIF，
也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选择 FOB 贸易术语意味着买方办理运输和保险，选择 CIF 则意味着卖方办理

运输和保险。而我国的货物贸易商在贸易术语选择方面有一个特点，即出口时更多地采用 FOB 术语，进

口时更多地采用 CIF 术语，这样就导致大多情况下都是外国货物贸易商负责办理运输和保险，而这一特

点也可以从我国的运输贸易情况中体现出来(如图 3)。我国运输服务贸易也是长期处于逆差状态，进口量

远远超过出口量，走势与保险服务贸易相似，说明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承担运输的主要是外国运输公

司。按照习惯，大多数情况下投保的货物运输保险公司所在国与承担运输的货运公司所在国一致，况且

我国保险服务贸易竞争力低下，决定了国外货物贸易商办理货运险更可能选择其所在国或者竞争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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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其他国家的保险公司投保。故随着货物贸易量的增加，大量的保险服务由国外保险公司提供，使我

国保险服务进口量远大于出口量，这也是导致我国保险服务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的关键原因。 
综上所述，本文猜想：货物贸易量的增大会带动保险服务逆差的扩大。 
 

 
Figure 3. China transport service trade (Unit: ten thousand yuan) 
图 3. 中国运输服务贸易(单位：万元) 

5. 对中国货物贸易影响保险服务贸易逆差的实证分析 

基于以上对保险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相关文献梳理、现状分析，以及货物贸易对保险服务贸易逆

差的作用机制分析，现用中国货物贸易和保险服务贸易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相关计量分

析均通过 Eviews6.0 软件进行。 

5.1. 货物贸易总额对保险服务贸易逆差的影响 

5.1.1. 数据选取与变量说明 
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 2000~2018 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取保险服务逆差额的绝对值(Y，单

位：万美元)为被解释变量，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GS，单位：亿美元)为核心解释变量。为提高模型的准

确度，本文还选择了其他可能影响保险服务贸易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1) 保险公司新增固定资产(NF，单位：千万美元)，指保险公司每年新形成的固定资产价值，用来衡

量我国保险公司的资金实力； 
2) 保险行业从业人数占全国总人数的比例(HC，单位：‱)，表示每一万人口中保险从业人员的个数，

用以衡量我国保险业的人力资本，与保险公司新增固定资产共同反映我国保险业的竞争力； 
3) 保险深度(DEP，单位：%)，此处表示中国保费收入占 GDP 的比值，可以反映保险业在国民经济

中的地位、保险市场发展程度； 
4) 居民消费水平(CT，单位：美元)，居民消费水平越高，对自身发展、享受方面的需求越大，故对

保险的需求也越大，该指标用以表示国内保险市场需求水平，会影响保险进口和国内保险公司的发展； 
5) 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EN，单位：%)，指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的比例，可反映居民生活消费

情况，恩格尔系数越大，对保险的需求越低，进口越少，也意味着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 
6) 我国保险服务贸易开放度(OPEN，单位：‱)，该指标是指保险服务进出口总额占 GDP 的比例，可

用来表示我国保险服务贸易的开放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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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1~2019》《中国金融年鉴 2001~2004》《2000~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国家统计局。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涉及金额的数据均按当

年汇率换算成美元，且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保险服务贸易逆差额的绝对值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取对数。 

5.1.2. 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时间序列数据出现“伪回归”问题，首先对所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使用 ADF 法检

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ADF unit root test results 
表 1.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t 值 
临界值 

p 值 平稳性 
1% 5% 10% 

lnY −2.15153 −3.85739 −3.04039 −2.66055 0.2288 不平稳 

ΔlnY −6.17614*** −4.61621 −3.71048 −3.29780 0.0006 平稳 

lnGS −2.57631 −3.85739 −3.85739 −2.66055 0.1158 不平稳 

ΔlnGS −4.02938** −4.66788 −3.73320 −3.31035 0.0302 平稳 

NF 0.18107 −2.69977 −1.96141 −1.60661 0.7270 不平稳 

ΔNF −3.46662** −3.88675 −3.05217 −2.66659 0.0228 平稳 

HC −4.35817** −4.61621 −3.71048 −3.29780 0.0159 平稳 

DEP −1.42180 −3.85739 −3.04039 −2.66055 0.5485 不平稳 

ΔDEP −2.72344*** −2.70809 −1.96281 −1.60613 0.0097 平稳 

CT −1.79096 −4.57156 −3.69081 −3.28691 0.6664 不平稳 

ΔCT −2.63889 −4.61621 −3.71048 −3.29780 0.2697 不平稳 

Δ2CT −4.34426** −4.72836 −3.75974 −3.32498 0.0190 平稳 

EN −1.94990* −2.69977 −1.96141 −1.60661 0.0512 平稳 

OPEN −1.69060 −4.57156 −3.69081 −3.28691 0.7131 不平稳 

ΔOPEN −4.56454** −4.61621 −3.71048 −3.29780 0.0110 平稳 

注：表中 Δ表示一阶差分，Δ2 表示二阶差分，***、**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根据检验结果可知，只有 HC 和 EN 的原始序列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其余变量在 10%的置信水平下

均未通过检验，是非平稳序列。其中 lnY、lnGS、NF、DEP 和 OPEN 的一阶差分分别在 1%或 5%的置信

水平下通过检验，故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I(1)。而变量 CT 的一阶差分并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但 CT 的二

阶差分是平稳序列，故 CT 为二阶单整序列。 

5.1.3. 模型设定 
由于只有居民消费水平为二阶单整序列，其他变量均为平稳序列或者一阶单整序列，所以居民消费

水平无法满足协整条件，故舍去，选取恩格尔系数代替居民消费水平进行实证分析。在满足协整检验前

提条件的基础上，先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和筛选，以检验变量选取的合理性。

部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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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OLS regression result 
表 2. 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变量 
lnY 

[1] [2] [3] [4] [5] [6] [7] 

lnGS 
0.671*** 1.048*** 1.337*** 1.621*** 1.537*** 1.096*** 0.907*** 

(0.130) (0.178) (0.160) (0.226) (0.222) (0.12) (0.119) 

DEP  −0.519** −0.453*** −0.134 −0.273   

 (0.191) (0.148) (0.192) (0.203)   

NF   −0.012***  −0.007   

  (0.003)  (0.005)   

HC    −0.281*** −0.149   

   (0.087) (0.117)   

OPEN       0.036** 

      (0.012) 

EN      0.126*** 0.045 

     (0.026) (0.035) 

C 
6.878*** 4.691*** 2.016 −0.835 0.049 −1.739 2.066 

(1.295) −1.365 (1.305) (2.022) (2.003) (1.936) (2.072) 

Adjusted R2 0.611 0.700 0.822 0.812 0.829 0.827 0.881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由回归结果可知，lnGS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无论控制变量如何改变均不影响其显著性，且 lnGS 的

系数始终大于零并围绕 1 上下波动，说明 lnGS 对 lnY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初步判断与本文猜想的货物贸

易量的增大会带动保险服务贸易逆差的扩大相一致。 
控制变量中 DEP、NF 和 HC 均对 lnY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前文的分析一致，保险深度、保险公司

新增固定资产和保险业人力资本水平的增大分别表示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程度、资金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

提高，则可说明我国保险业竞争力的提高会促使我国保险服务贸易逆差的减少。OPEN 对 lnY 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也与前文的分析一致，我国保险服务贸易开放度的增大代表有利于保险服务贸易的环境，则

保险服务贸易量增大，保险服务贸易逆差随之扩大。而回归结果显示 EN 对 lnY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经

济理论和实际不符，且加入其他变量后会严重影响恩格尔系数回归系数的符号，这可能是由于多重共线

性导致的，故舍去该控制变量。 
综上，本文所选解释变量都对被解释变量有一定影响，也都有其合理性。为了更好地研究核心解释

变量 lnGS 对被解释变量 lnY 的影响，本文选取以下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 

lnY 0 1*lnGS 2*DEP 3* NFα α α α µ= + + + +                          (1) 

5.1.4. 统计分析 
模型(1)的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如下。 

lnY 2.016 1.337*lnGS 0.453*DEP 0.012* NF= + − −                       (2) 

(1.544)   (8.346)     (−3.058)    (−3.461)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1012


黄婉婷 
 

 

DOI: 10.12677/ass.2024.131012 93 社会科学前沿 
 

Adjusted R2 = 0.822   DW = 2.310   F = 28.766 

回归方程(2)修正后的 R2 较高，总离差平方和的 82.3%被样本回归直线解释，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

解释力度较大，且 F 检验在 0.01 的显著水平下通过，说明该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较好。结合上文分析，

回归方程(2)的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检验均通过。 

5.1.5. 协整检验 
ADF 检验已经证明 lnY、lnGS、DEP 和 NF 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可对模型(1)进行协整检验。先

根据 LR 统计量、FPE 准则、AIC 准则、SC 准则以及 HQ 准则确定了模型(1)的最优滞后期为滞后 1 期。

接下来的多变量协整，本文采用了 Johansen 协整检验中的 Trace 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 
 

Table 3. Johansen test results of model (1) 
表 3. 模型(1)的 Johansen 检验结果 

Hypothesized No. of CE(s) Eigenvalue Trace Statistic 0.05 Critical Value Prob. ** 

None * 0.89558 72.80244 47.85613 0.0001 

At most 1 * 0.630687 32.13446 29.79707 0.0264 

At most 2 0.406306 14.20448 15.49471 0.0775 

At most 3 * 0.234899 4.819447 3.841466 0.0281 

Trace test indicates 2 cointegrating eqn(s) at the 0.05 level. 

 
协整检验表明，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1)的原假设“None”和“At most 1”均被拒绝，即

Trace 检验得出 lnY 与 lnGS、DEP、NF 存在两个协整关系，说明我国保险服务贸易逆差与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额、保险深度、保险公司新增固定资产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主要协整关系如下。 

lnY 1.086lnGS 0.287DEP 0.008NF= − −                              (3) 

协整结果(3)中核心解释变量 lnGS 的系数大于 0，由此可得核心解释变量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对我国

保险服务贸易逆差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当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增加 1%
时，我国保险服务贸易逆差平均增加 1.086% (此处保险服务贸易逆差额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单位分

别为万美元和亿美元)，符合经济理论及目前中国的情况。 

5.2. 小结 

由上文的实证分析可得，货物贸易总额与保险服务贸易逆差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前者对后者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2000~2018 年间，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我国货物贸易总额增加 1%，会带动当年的

保险服务贸易逆差平均扩大 1.086%左右，这与我国货物贸易的顺差情况无关，而与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口

量和出口量的增加有关，随着我国货物进出口额的不断增加，我国保险服务进出口额都会增加，但我国

保险服务进口额的起点本身就高于出口额，且受货物进出口量的影响相对较大，所以导致保险服务的进

口额远大于出口额，保险服务贸易逆差程度也不断扩大，由于我国货物贸易大多情况下出口时选择 FOB
术语，而进口时选择 CIF 术语，必然造成货物贸易发生时选择国外保险服务的情况更多，加上货物贸易

商在货物贸易时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和路径依赖倾向于选择国外保险公司投保，这就造成无论是货物进

口还是货物出口的增加，带来保险服务进口量的增加远大于出口量的增加，从而导致保险服务贸易逆差

的扩大。符合经济理论和我国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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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政策建议 

一是改变贸易术语的使用现状。由于我国货物贸易企业仅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一方面为了规避运

费价格和保险费率的波动给自己带来额外的成本，也为了防止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意外给自己造成不

必要的麻烦和损失；另一方面，为了简化货物进出口时相关手续的办理流程，降低交易成本，更高效地

完成交易，我国货物贸易商往往出口使用 FOB 术语，进口使用 CIF 术语，使得货物的运输和保险的办理

都由国外贸易商完成。 
二是加强我国保险业自身的竞争力。我国保险业核心竞争力不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才的匮乏，2017

年，我国保险公司从业人员中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占比仅为 20.84%，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人数占比

仅为 3.11%，加大保险业人才的培养，提高保险领域的师资力量，加强学术交流和引进国外先进经验，

是改善我国保险业逆差的关键。 
三是完善我国保险交易市场和监督机制。我国保险服务行业诚信的缺失情况也十分严重，由于保险

领域专业性较强，投保人对保险的甄别能力较弱，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情况，导致保险领域的道德

风险和逆向选择形势比较严峻，而保险合同存在漏洞使得投保人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的现象时有发生，严

重损害了我国保险公司的声誉。保险业的诚信缺失是制约保险出口发展的瓶颈，为了缓和我国保险业的

逆差形势，完善保险交易市场、监督机制和相关的法律保护制度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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