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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4年，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好因素累积增多，在这一背景下，保险行业作为国

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其发展态势备受瞩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GDP

接近95 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8%。前三季度保险业原保险保费收入4.79万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7.2%。根据同业交流数据，2024年前7个月，互联网保险累计保

费 3663 亿元，同比增长 15%，重回了两位数的增速。2022 年中国互联网保险保费收入占全

行业原保费收入的 10.2%，2023 年略有下降至 9.7%，预计 2024 年整体可重回两位数以上的

占比。在保险行业拥抱数智化的大背景下，预计未来互联网保险将继续保持增长趋势，成为

推动保险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同时，2024年政府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推动保险业稳健经营与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不仅

为传统保险业务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互联网保险等新兴业态的发展提供了战略

指引和制度保障。具体而言，2024年5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推进普惠保险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提升保险服务的普惠性和覆盖面提供了战略指引；8 月出台《关

于加强和改进互联网财产保险业务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规范了互联网财产保险业

务的市场秩序，促进了其健康有序发展；9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

险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即国十条3.0。其中，“鼓励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提升

数智化水平”等，都被纳入到新时代新阶段下对于保险业的新要求与新定位之中。作为保险

业数智化的典型代表，互联网保险的发展也受到政策的积极推动，将成为保险行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引擎。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融研究中心联合互联网保险行业的领航者元保，

共同对互联网保险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期与行业共同探讨、展望并推动互联网保险的

高质量发展，并为保险学界、业界、政府相关部门在互联网保险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些

有价值的参考。 

通过研究近十年保险市场发展历程及相关行业数据变化趋势，本报告梳理了中国互联网保险

的发展驱动因素、本质价值、引领行业创新发展的典型案例等，提出互联网保险代表了保险

业先进生产力的核心观点。并通过深入探究近十年保费发展趋势以及近两年数据变化，对互

联网保险未来五年的发展空间进行展望，总结出五大趋势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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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互联网保险代表了保险业的先进生产力 

近年来，互联网保险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保险业重要的新兴销售渠道，成为拉动保费增长的

重要驱动力之一。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从2013年至2023年十年间，互联网保

险的保费规模从290亿元增加至4948.6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2.8%。2022年，保险业

的互联网渗透率首次突破10%，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 

原银保监会在 2020 年发布，2021 年 2 月起正式施行的《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对互联

网保险业务的定义做了明确说明，其中第二条指出：“本办法所称互联网保险业务，是指保

险机构依托互联网订立保险合同、提供保险服务的保险经营活动”。因此，本报告认为，互

联网保险是指通过互联网等技术实现保险销售、承保、理赔、客户服务等保险业务环节的一

种新型保险模式，即相比较传统保险，互联网保险在保险销售渠道和服务上均有创新。 

本章通过分析互联网保险的发展驱动因素，并梳理其对用户和行业的本质价值，认为互联网

保险的发展顺应了时代潮流，具有“以客户为中心”的本质特征。互联网保险在科技赋能下

引领并推动了行业创新发展，如互联网推动百万医疗险和惠民保等普惠健康险迅速发展，是

普惠保险发展的重要动能。因此，可以说，互联网保险代表了保险业的先进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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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驱动因素：互联网保险的发展顺应了时代潮流 

互联网保险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机遇与挑战并存，其发展驱动因素主要来自

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消费者行为的转变，随着互联网应用覆盖到消费生活各个领域，

数字消费用户基础日益庞大，年轻一代正在成为数字消费的主力军。其次，保险行业的

内在需求也是推动其向互联网转型的重要因素，保险机构需要通过线上渠道来拓宽市场、

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再次，监管政策的推动和规范也为互联网保险的发展提供了良好

的外部环境，监管机构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规范和促进互联网保险业务的发展。

最后，科技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互联网保险提供了技术支持，使得保险

产品的设计、销售和理赔等环节可以更加高效和便捷。通过这些时代潮流因素的共同作

用，互联网保险得以实现从初步探索到成熟应用的转变，不断满足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 

1.1.1 消费者行为转变，年轻一代成为数字消费主力军

随着网民数量快速增长，线上交易习惯养成，年轻一代的互联网原住民成为保险实际及

潜在购买力主体，消费者越来越愿意在线上购险。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从 2012年

12月到 2024年 6月，我国网民规模从 5.64亿增加到约 11亿，互联网普及率从 42.1%提

升至78%，连续13年居世界第一，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数字社会。除此之外，网民使用

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7%，网络视频用户规模占网民整体的97.1%，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

达10.5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5.5%。网络支付用户达到9.69亿人，占网民整体的88.1%。

网络购物用户达到9.05亿人，占网民整体的82.3%1，这意味着线上交易、移动支付的基

础设施已完善，用户的线上交易习惯已经养成。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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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6 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互联网助力数字消费发展蓝皮书》显示，

互联网在促进新消费模式发展、带动形成新消费热点、推动新消费群体崛起等方面持续

发挥积极作用。在我国9亿多网络购物用户中，“90后”“00后”网络购物使用率分别

达到 95.1%、88.5%，成为数字消费主力军。特别是“银发族”和农村用户等数字消费新

势力也不断扩大，为数字消费增长注入新动能2。 

80、90 后逐渐成为保险的购买主力。《保险新周期：中国保险用户需求趋势洞察报告》

的调查显示，在购买过商业保险的人群中，80、90后群体的占比已超过75%。没有购买

过商业保险但资金允许背景下有意愿购买商业保险的群体，80、90后人群占比也达到70%

以上。80、90 后群体已然成为目前保险消费的主力军3。根据中国平安 2023 年业绩发布

会上公布的数据，中国平安 30 至 45 岁年龄段的客户占比已经超过了 50%。年轻一代是

互联网原住民，其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都在发生改变。这一群体的购买和沟通方式更分

散化、社交化、视频化，对互联网更加信任；他们的保险购买行为更为主动，对保险的

需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同时对新兴科技的接受度和利用能力也远超前辈。 

消费者越来越愿意在线上购买保险。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养老金研究中

心、元保联合发布的《2023年中国互联网保险消费者洞察报告》，通过对3155个样本量

的调研显示，2023年虽然传统保司线下渠道仍是当前购险首选，但在消费者的未来购险

计划中，选择线上渠道的比例有明显增长，体现出保险线上化的趋势。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互联网助力数字消费发展白皮书》 
3 艾瑞咨询、i 云保《保险新周期：中国保险用户需求趋势洞察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