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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  要 
 

随着我国行业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各行各业信息化程度都在不断提升。IT 项目管

理也随着信息化市场的发展应运而生，逐步成为近年来研究较为活跃的一个领域，其

应用也逐步渗入各行各业。我国保险业由于信息化起步较早，基本上都已经拥有了信

息自动化系统。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和需求的不断增多，许多保险公司发现旧的信息系

统已经越来越无法满足工作的需求，改造原有的信息自动化系统成为这一段时期内诸

多国内保险公司的迫切需求之一。 

保险公司改造原有的信息系统项目是典型的 IT 项目之一，本文从这个日益增多的

需求入手进行分析，提出了利用 IT 项目管理思想、方法和工具进行这类项目的设想。

由于 IT 项目管理目前的研究方向大都集中在新的软件系统开发、企业 ERP 项目实施、

企业局域网建设等方面，关于改造保险信息系统的研究缺乏相关文献和实际案例，本

文便以此为切入点，展开了 IT 项目管理在保险信息系统改造项目中的应用的研究，并

通过对一个实际案例——A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车险信息系统改造的详

细记述，展示了 IT 项目管理在此类项目中的使用过程、方法和技巧。 

通过这个较为成功的实施案例，说明利用 IT 项目管理思想、方法和工具进行改造

保险信息系统项目是今后的必然趋势；通过 IT 项目管理的思想、方法和工具，可以较

好的控制项目的时间、质量和成本，提高项目的改造成功率，保护用户的投资。 

 

关键词：IT 项目管理；保险；系统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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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constant upgrading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happened in China, IT project management is pervading all industries and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active applications in recent years. Insurance application had a rather early start, 

and developed several integrated automation systems. As technological advances and 

growing dem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old information system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unable to meet the demand in many insurance company, the necessity to transform insurance 

automation system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emerging during a period of time. 

By analysis of this growing need, this paper assumes insurance automation system 

transformation being a sort of typical IT project management, which utilizing IT project 

management thought, methods and tools to conduct such projects. As most of current IT 

project management research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ftware systems, ERP 

implementation, enterprise LAN, deficiency of insurace information systems transformation 

was found as lack of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and cases. The automation system 

transformation in A Property Insurance CO.,Ltd,Xiamen Branch,to narrate how IT project 

management applied in this sort of project, including the process, methods and techniques.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case, the use of IT project management thought, 

methods and tools for insurance information system transformation projects is the inevitable 

successful. Project management can control the timing, quality, costs and prevent 

information fail while protect investment.  

 

Keywords：IT project management；Insurance；System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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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随着中国保险业的迅猛发展，保险公司的精细化管理日益加强。为满足不断

变化的精细化管理需求，保险公司必须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利用信息技术促进

管理，从而获得公司的发展。在本章中，笔者首先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并提出

研究问题。 

1.1 研究背景 

1.1.1 中国保险业发展概况 

1979 年 4 月，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国务院批转的《中

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明确提出要开展保险业务。同年 11 月，全国保

险工作会议决定从 1980 年起恢复已停办 20 多年的国内保险业务。从此，我国保

险市场开始迈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79 年以来，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和发展，

我国保险市场无论规模、主体还是队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保险新兴市场
[1]
。 

改革是保险业发展的动力，开放不断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保险业作为国民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长发展起来的。保险业不断

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
[2]
。 

截止至 2006 年底，全国保费收入 5641.4 亿元，同比增长 14.5%，保险深度

为 2.69%，保险密度为 429.2 元，保险公司总资产为 1.973 万亿元，保险增长的

质量和效益也明显提高
[3]
。2010 年 1-11 月，我国保险业共实现保费收入 1.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1.6%
[4]
。 

1.1.2 机动车辆保险在财产保险中的地位 

自 1980 年恢复国内财产保险业务开始，至 1985 年,全国仅一家保险公司—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随后成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中国平

安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等。随着 1995 年《保险法》的实施，保险公

司 1996 年开始分业经营。到 2010 年底，财产保险公司发展到 53 家。其近几年

的变化过程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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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00 年-2010 年中国财产保险公司变化表 

年份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10 

公司数量 17 19 22 25 32 35 38 42 53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我国的财险保费收入从1980年的4.6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1997.74亿元。

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27 年平均保费增长率为 25.3%。而在财产险保费收入中，

车险保费收入增长更快，自 1980 年到 2007 年，车险保费收入从 728 万元增加到

1484.28 亿元，年增长 44.413%。在财产保险业务中，机动车辆保险业务占绝大

部分，1987 年机动车辆保险保费收入首次超过企业财产保险保费收入，成为财

产保险的第一大险种，其后逐步增加；至 2007 年，机动车辆保险的比重依然为

74.3%
[5]
。2010 年 1 月-11 月，我国财产险保费收入为 3527.7 亿元，其中机动车

辆保险的保费收入为 2700 亿元，比重提升到 76.5%
[4]
。 

 

1.1.3 我国保险信息化概述 

保险信息化，是指以计算机、输入输出设备、数码、图形图像和视频影像等

硬件为载体，采用统一的技术部标准，通过各种系统软件的应用，将具备只能交

换和增值服务的保险信息系统互联在一起，采用集中式的数据管理、分布式数据

处理和友好的人机接口，提供数字化的保险信息、保险经营管理和保险服务的长

期系统工程
[6]
。 

1997 年--2007 年这十年间，保险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十年也是

保险信息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十年。虽然起步晚、基础薄弱，但由于起点高且受

益于保险业的持续快速发展，近十年的保险信息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从全行业对信息化的认识、信息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保险信息系统的建设

水平等，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7]
。 

2007 年，保险信息化总投入超过 45 亿元，形成了近 9000 人的信息化工作

队伍，取得了跨越性发展。截至 2007 年底，保险业通过信息系统管理的有效保

单数量超过 4.4 亿份，涉及保险客户超过 12 亿人次，有力地增强了保险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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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扩大了保险覆盖面，对保险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6]
。2008

年，全行业信息化投入达到 58.9 亿元，基本形成一支初具规模的信息化人才队

伍，已经能够有效支撑保险信息化的健康发展
[8]
。2010 年全行业信息化直接投入

约 61.5 亿元，比上年增加 20.4%，全行业信息化人员约 1.1 万，占行业职工总

数 1.9%
[9]
。 

1.1.4 保险信息化是保险业发展趋势 

当前，保险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信息，如果采用传统的、人工为主的手段去

处理，很难发挥其价值，也无法得出全面、准确的结论。公司只有依靠强大的信

息技术，规划先进的系统架构，建立以数据仓库为基础的决策支持系统，实现由

联机事务处理向联机分析处理转化，全面、多维度地解读各类信息，深入挖掘其

中的价值，才能准确把握市场，制定符合未来发展态势的决策，为企业的明天奠

定良好的基础
[10]
。  

保险信息化有利于推动保险企业实现从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的转变，有

利于推动保险企业实现从产品中心向客户中心的转变，有利于推动保险企业实现

从专业化经营向集团化综合经营的转变，有利于推动保险企业实现从传统企业向

现代公众企业的转变
[10]
。 

1.2 研究问题 

伴随着保险业这几年的快速壮大，保险业对信息化的依赖性日益增强，以“数

据大集中”为标志的保险信息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保险业通过信息系统管理，

有力地增强了保险的渗透能力，扩大了保险覆盖面，对保险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有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1]
。 

而随着技术的进步和需求的不断增多，许多保险公司发现原有的信息系统已

经越来越无法满足工作的需求，改造原有的信息自动化系统成为这一段时期内诸

多国内保险公司的迫切需求之一。在改造信息系统的这个信息革命的过程中，同

时也伴随着业务流程再造。信息革命是业务流程再造发展的源泉，信息技术更是

业务流程再造进行的动力和帮助实现企业改革的有力工具
[12]
。 

在这个信息系统改造和业务流程再造过程中，由于原先保险信息系统开发存

在着内部自行开发的局限性，信息系统的开发和业务流程改造脱节，缺乏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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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指导和有效的管理方法，许多改造工作最终失败或者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因

此考虑在保险信息系统中引入 IT 项目管理的相关理论和工具，但是在实际的项

目中，缺乏改造保险信息系统类的 IT 项目管理研究文献可以借鉴。 

因此，本人将本文的研究的主要问题定位为：以 IT 项目管理的理论和工具

作为主要参考标准，以本人所从事的保险信息系统改造项目--A 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厦门分公司车险“见费出单”系统改造项目实施过程为案例，初步研究了

将 IT 项目管理方法和技术引入信息系统改造项目中的实际效果和理论启示。通

过展示项目实施过程中启动、计划、执行、控制和收尾共五个过程组的详细内容，

以及过程中所使用的 IT 项目范围管理、时间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

风险管理和采购管理技术的描述，对项目实施的经验进行总结和分析，发现项目

实施时的一些规律和技巧，为其他有意向进行类似项目的国内保险公司提供一个

可供借鉴的项目实施案例。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IT 项目是为解决信息化需求而产生的软件、硬件、网络系统、信息系统、

信息服务等一系列与信息技术相关的项目
[13]
。IT 项目管理是把各种知识、技能、

手段和技术应用于 IT 项目活动之中，以达到 IT 项目的要求。IT 项目管理就是

通过应用和综合诸如启动、规划、实施、监控和收尾等 IT 项目管理过程来进行

的。 

IT 项目管理最早被提出，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美国。当时美国国

防部专门研究了软件开发不能按时提交、预算超支和质量达不到用户要求的原

因，经过大量的调查统计，结果发现在失败的 IT 项目中，70%的项目失败是由于

管理不善引起的，而并非人们最初估计的主要由技术原因导致 IT 项目失败，于

是软件开发者开始逐渐重视起软件开发中的各项管理
[14]
。 

1995 年，美国专门从事跟踪 IT 项目成功或失败的权威机构 The Standish 

Group 进行了 IT 调查，将“按时、按预算完成初期指定的所有特征和功能”定

义为项目成功；按此标准，8380 个项目中 83.7%失败；1998 年将范围扩大到 23000

个项目，失败比率是 74%。2003 年公布的调查数据中，在被调查的 1.35 万个项

目中，绝对成功的项目比例大大低于 50%，仅为 34%。彻底失败的项目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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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质疑的项目占所有 IT 项目的 51%
[15]
。 

表 1.2 较为全面的体现了历年来 IT 项目的实施情况： 

 

表 1.2 历年 IT 项目实施结果表  

年代 项目结果描述 地区 

1976 80%失败[16] 

70%的成本花在尚未交付系统的“维护上”[17] 

美国 

1979 美国政府信息系统：50%成本超支，60%工期拖延，45%无实用价值，

29%未交工，2%成功[18] 

美国 

1982 75%的系统没有开发完成，或者即使完工了，也未使用[18] 美国 

1991-1993 75%的 IT 项目中止告终[19] 美国 

1992 交付 3 年后，60%的投资没有产出期望的收益[20] 欧洲 

1994 大型软件密集项目 75%超期[21] 

通过历时 10 余年对 200 多家组织的跟踪调查，发现 IT 投资中的 20%

浪费掉了，30%-40%没有净利润[22] 

美国 

欧洲 

1995 在商用软件产品中，31%的项目未完工被取消,53%的软件项目进度要

延长一半时间，通常只有 9%的软件项目能够及时交付，并且费用也

不超支[23] 

美国全年用于软件项目的投资约为2500亿美元，约有175000个项目。

其中 810 亿美元的软件投资项目以取消告终，590 亿美元的软件投资

项目成本超支[24] 

 

美国 

1996 超出预算和超期的都是 50%[25] 美国 

1998 IT 总投资中，被取消的项目投资占$750 亿,其中因成本超支补取消的

占$220 亿，所有 IT 项目中,成功的占 26%，超支或超预算的占 46%，

被取消的占 28%[26] 

美国 

2001 成功率不足 30%[27] 中国 

2004 成功率仅为 14%[28] 英国 

2008 按时、在预算内交付，并且完成了应有功能的成功项目只有 32%[29] 美国 

资料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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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国外的IT项目随着IT项目管理研究的逐步深入，

IT 项目的成功率已经开始逐渐提升，虽然成功率仍然偏低，但是随着信息化的

逐步深入和信息产业的整体投入的迅猛发展，IT 项目成功率的一点点提高，都

可以保护大量的资金投入。 

目前国内保险公司的信息系统建设具有中国的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的信息化

系统建设共有的弊病：信息系统开发还处于零散建设的状态，企业对IT价值有一

定认识，但是IT系统对于单独的业务部门进行建设，系统使用者多限于业务操作

人员，系统使用见效快，用户满意度较高，但在管理层面能够带来的价值有限；

同时由于缺乏从企业全局出发进行整体规划的能力，可能导致信息化重复建设

[30]
。在保险行业信息系统建设中，IT项目管理方面的文献较少，无法在理论上有

所借鉴。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文以理论分析与实际考证相结合，立足 IT 项目管理理论以及保险企业的

IT 项目改造的活动过程，深入研究和探讨在保险公司信息系统建设中 IT 项目管

理的应用。 

研究内容的总体思路： 

论文拟通过五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对

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做简要概括；第二部分描述进行研究的项目的背景和

前期工作；第三部分阐述项目启动与计划制定过程；第四部分在第二、三部分的

基础上描述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项目管理历程；第五部分进行研究总结和展望。 

本研究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案例研究法。根据罗伯特·K.殷和其他案例

研究法的资深学者的观点，案例研究适合回答“怎么回事”和“为什么”的问题

[31]
。案例研究作为经验性的研究，通过搜集事物的客观资料，并用归纳或解释的

方式得到知识。相比于其他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法主要有以下优势：其一、案例

研究的结果能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而不局限于学术研究圈，给读者以身临其境

的现实感。其二、案例研究为其他类似案例提供了易于理解的解释。其三、案例

研究有可能发现被传统的统计方法忽视的特殊现象。其四、案例研究适合于个体

研究者，而无需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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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者在保险公司从事信息技术工作多年，本文案例主要基于作者所参

与的A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车险“见费出单”系统改造项目，使得

本研究具有适合进行案例的理论和实际的基础。 

1.5 研究内容和论文框架 

第一章 绪论。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以 IT 项目管理的理论和

工具作为主要参考标准，以本人所从事的保险信息系统改造项目--A 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车险“见费出单”系统改造项目实施过程为案例，初步研

究了将 IT 项目管理方法和技术引入信息系统改造项目中的实际效果和理论启

示。最后介绍了作者拟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框架结构。 

第二章 项目背景和前期工作。介绍厦门保监局提出机动车险保险“见费出

单”改造的过程、意义和具体的改造要求，A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机动车辆

保险出单流程及信息系统的现状，决定利用 IT 项目管理理论进行改造系统的必

要性，以及进行的一系列项目准备工作。 

第三章 项目启动与计划制定。详细介绍项目启动与计划制定步骤与过程，

提供了这个阶段产生的项目管理文本，介绍了这个过程中采用的项目管理工具和

方法。 

第四章 项目实施。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的项目管理历程，包括风险应对和计

划修改的过程和结果，以及项目实施完对 A财产保险公司厦门分公司和厦门保险

市场的积极效果。 

第五章 结论。在案例完结后，本文接着从管理学理论和技术角度对此类项

目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如何对此类项目进行有效项目管理的实践经验和可行建

议，为需要进行改造信息系统项目的国内保险公司提供有益借鉴，丰富了 IT 项

目管理针对信息系统改造项目的研究文献，增加了国内保险公司信息化过程中利

用 IT 项目管理的经验，有助于国内保险公司信息化的效率和质量的提高。 

论文框架图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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