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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百家｜保险：再分配的再认知 --- “第三次分配”的新视
角

10月29日至30日，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CISSR）主办的“北大赛

瑟（CCISSR）论坛·2021（第十八届）”在北京大学以“线下+线上”方式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从全面小康

迈向现代化——新征程与新使命”。

会上，仁和研究院院长王和就“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中保险作用的一些思考进行了分享。

王和认为，保险，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经济制度安排，在解决社会共同富裕问题，能否以及如何发挥作用，

值得，更需要行业深入思考。保险的本质是基于互助的风险再分配，同时，保险的“社会性”决定了其具有社

会管理的正外部性功能，但如何实现管理，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如何构建和发展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保险，在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也包括解决“共同富裕”上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行业在全面理

解和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觉悟和站位，转变观念，探索创新，在推动和保障共同富裕的同时，实

现行业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在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过程中，一个重要和基础性的问题是解决分配公平问题，而大多数时候，人们更多

是从财富分配的视角，看分配公平问题，殊不知，就现代社会的分配而言，不仅涉及财富，也涉及风险，因

为，风险具有破坏财富的“能力”，并可能直接导致贫困，因此，在现代社会风险管理，也包括财富管理的过

程中，要做好财富管理的加减法，即不仅要做好“增量”管理，也要关注并做好“减量”管理，因为，如果管理不

好“减量”，再多再好的“增量”都可能“毁于一旦”。

近年来，我国对于全球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

础是人类利益共同体，人类利益共同体需要人类风险共同体的保障。因此，一方面我们既需要通过更加公平

的财富分配，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通过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风险共同体”，实现风

险的公平分配，确保社会正义和长治久安。

从某种意义上讲，财富和风险属于“一体两面”，即财富是受风险“约束”的，只有解决好风险管理问题，财富才

有保障。因此，在解决“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财富分配，也要，或者是更要关注风险分配，因

为，风险属于一种“负财富”，同样面临公平分配问题。

同时，就现代社会而言，不同财富阶层的风险承受能力存在显著差异。社会需要关注制度性解决中低收入群

体的风险脆弱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

在制度性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风险脆弱性问题的过程中，保险，无疑是制度的“首选”，因为，保险是现代社

会风险管理的制度安排，其核心是基于社会互助与共济，实现风险和损失的再分配，较好地体现了现代社会

的文明与进步，同时，也彰显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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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保险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公共资源的投入，发展政策性保险和普惠型保险成为了一种重要特色，如

农业保险和大病保险，这些保险业务逐步成为了实现和保障社会共同富裕的“底座”，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保险的使命必然。

面向未来，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构建“韧性社会”已经成为了全球共识，而风险韧性是社会韧性的基础和体

现，普惠保险是实现风险韧性的重要工具和途径，因此，全社会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风险共同体”理念为

指引，更好地利用和发挥保险，特别是普惠保险，在公平分配风险和保障共同富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无疑是我国通过保险制度，实现社会风险的再分配，促进和保障共同富裕的先进实

践。2007年，针对农业生产的风险特征，特别是农户的风险承受能力相对弱的情况，我国通过财政保费补

贴，实现转移支付的方式，开展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探索，其实质是通过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农业风险的

社会化再分配。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2020年，我国农业保险的保费规模已达815亿元，其中各级财政共补贴保费603

亿元。农业保险为1.89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4.13万亿元，已向5181.86万户次受灾农户，支付赔款

616.59亿元，成为农户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的重要资金来源，有效避免了“因灾返贫”。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开办至今，已累计支付赔款2400亿，不仅对我国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更解决了

农民生产的后顾之忧，同时，也成为风险的社会再分配的经典案例，因为，在农业保险的保费支出中，各级

财政补贴占到了70%，属于基于社会公共资源转移和支持下的再分配，同时，在保险行业经营农业保险的过

程中，也具有再分配的特征。农业保险在为农业风险提供风险保障的同时，很好地发挥了巩固脱贫和共同富

裕成果的作用。

我国利用保险实现社会风险再分配的另一个经典案例是“大病保险”。尽管我国较早就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之后，还针对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了新农合的探索，但始终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报销比例相对

较低，在遇到重特大疾病时，往往会使患者及其家庭陷入经济困境，甚至出现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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