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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保险业作为社会生产持续经营的有力保障，对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社会稳定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保险业的区域均衡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我国保险业自 1980 年恢复以来，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但是目前我

国保险区域发展并不均衡，地区之间保险发展水平存在着显著差异，并且这种差

异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基于保险业的重要地位和我国区域保险发

展的显著差异，我国保险业发展演进过程中呈现的特征和规律值得研究。 

本文选取了我国 30 个省区 1999-2012 年的面板数据，运用 Kernel 密度估计

法和 Markov 链法，对我国保险业区域发展水平的分布动态进行研究，同时引入

了空间因素，研究我国省区之间的保险发展水平是否存在近邻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省区的保险密度发展水平有向全国平均水平趋近的态

势，而大部分省区的保险深度发展水平有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态势；保险密度位

于全国平均水平附近的省区之间的保险发展差距缓慢扩大，保险密度远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的省区与均值的差距又在迅速缩小；人身保险比财产保险的保险区域发

展差异更显著；东、中、西部地区的保险发展呈现出不完全相同的分布特征和变

化规律；各省区在保险发展水平的相对位置变化上有一定的稳定性，保险发展更

多的是渐进式发展，而非跳跃式发展；我国保险密度存在近邻效应，大多数地区

的保险密度倾向于接近相邻地区的水平，而保险深度不存在近邻效应。 

 

关键词：保险发展；Kernel密度估计；Markov链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ABSTRACT 

The insurance industry provides a strong guarantee for the sustainable operation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romotion of economic growth as 
well as in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Therefore the 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has important meaning for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social economy. Since recovered in 1980, China’s insurance industry has 
maintained rapid growth. However, the current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surance industry is not well balance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surance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Also the disparities are changing over time. Therefore it 
is worth stud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dynamic evolution for China's 
insurance distribution. 

Give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during 1999-2012, the paper uses 
Kernel density estimates and Markov chain to research the distribution dynamic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surance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introduces spatial factor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re are proximity effects among 
those provinc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firstly, the insurance density in most provinces 
has a trend approaching to the national average, while the insurance depth in most 
provinces has a trend being below the national average. Secondly, the development 
gap among the provinces, whose insurance density is located near national average, is 
expanding slowly, while the gap among the provinces, whose insurance density is far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is shrinking rapidly. Thirdly, the difference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for life insurance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for property 
insurance. Fourthly, the insurance development in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presents incomplet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distribution and variation, whereas it 
has stability in relative position in China. Moreover, it is gradually, rather than 
stridently, developing. Finally, there are proximity effects among the provinces 
insurance density, rather than insurance depth. For most areas, the insurance density 
tends to be close to the adjacent areas. 

 

  

Key Words: Insurance development; Kernel Density Estimates; Markov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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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导言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我国自 1980 年恢复保险业以来，保险业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并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果。我国 1980 年全国保费收入仅 4.61 亿元，2014 年保费收入已达到

20234.81 亿元，是 1980 年保费的 4389 倍。其中，财产险保费收入 7203.37 亿元，

人身险保费收入 13031. 43 亿元。① 

从 1980 年至 2014 年，我国保险业保费平均增长速度为 27.98%，保险密度

由 1980年的 0.47元/人，截止 2014年已上升至 1479.35元/人，保险深度也由 0.10%

升至 3.18%。② 

保险系统机构数由最初的一家国营保险公司增长为 2014 年底的 178 家。截

止 2014 年底，我国保险公司总资产 101591.47 亿元，其中，我国产险公司总资

产 14061.48 亿元，我国寿险公司总资产 82487.20 亿元。③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保险业不仅在整体规模上建树卓著，而且在发展

速度上也保持高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区域间的保险发展水平差异也逐渐显现。

目前，我国保险业区域发展并不均衡，2012 年我国 30 个省区（中国除西藏、台

湾、香港和澳门以外的 30 个省级行政区）中保险深度最高的省区是北京 5.16%，

而保险深度最低的省区是湖北 0.6%，不足北京地区的八分之一；保险密度差距

则更加明显，保险密度最高的省区是北京 4460.9 元/人，而保险密度最低的省区

是贵州，仅 431.15 元/人，两者相差十倍以上。根据以上数据，我国区域保险发

展水平差距可见一斑。④ 

保险业作为国民经济中金融服务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经济补偿、资金

融通和社会管理三大职能，可以为社会生产的持续经营提供有力保障，对促进经

济增长、维持社会稳定起着积极的作用，所以保险业的区域均衡发展对于整个社

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发〔2014〕29 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

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中就保险的重要性指出：“保险是现代经济的重要

① 数据来源于 1980 年《中国保险年鉴》和中国保监会 2014 年保险统计数据报告。 
② 数据来源于 1980 年《中国保险年鉴》和中国保监会 2014 年保险统计数据报告。 
③ 数据来源于中国保监会 2014 年保险统计数据报告。 
④ 数据根据中国经济数据库 2012 年省际国内生产总值、社会人口、保险数据整理。 

1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中国保险发展分布演进的时间-空间分析 

产业和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是社会文明水平、经济发达程度、社会治理能力的

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快速发展，服务领域不断拓宽，为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和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做出了重要贡献。”而目前我国地区之间保

险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区域保险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保险业进一

步发展的瓶颈，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谐并非益事，因

此应该引起业界的关注和重视。我国保险发展水平的区域发展差异也是值得学术

界探讨的重要课题。认识区域保险发展规律、更好地推动未来区域保险发展实践，

实现真正做大做强中国保险的目标，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本文

的意义所在。 

二、研究内容及基本框架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国保险发展分布演进的时间分

析，一部分是中国保险发展分布演进的空间分析。本文探讨的时间分析指从时间

视角出发，用时间做维度，研究我国保险发展水平随着时间推移的整体分布状况

和各省区状态转移情况；空间分析是在时间做维度的基础上，引入空间因素，研

究相邻省份对我国保险发展水平的整体分布状况和各省区状态转移情况的影响。

具体而言，时间-空间分析包括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区域保险发展研究中需

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本文侧重探究的主要内容： 

我国保险业发展演进过程中呈现出哪些特征和规律？省区之间的保险发展

水平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呈现扩大还是缩小的趋势？不同险种的区域发展特

征是否一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保险发展水平有没有显著差别？相邻省份

之间会不会产生相互作用？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共设置了六章内容，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章是文献综述，介绍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现状。 

第二章是研究方法、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介绍了本文主要使用的两种研究

方法：Kernel 密度估计和马尔可夫链方法，并比较现有指标，选出本文最适合的

指标，最后对本文的数据来源进行了简要说明。 

第三章是相关假设检验的说明。包括时间平稳性检验、马尔可夫性检验和空

间相关性检验，目的在于说明本文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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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第四章是区域保险分布演进的时间分析，分为 Kernel 密度分析和马尔可夫

链分析两块内容，在时间维度上分析我国保险发展的分布演进变化和趋势。 

第五章是区域保险分布演进的空间分析，分为空间 Kernel 密度分析和空间

马尔可夫链分析两块内容，引入了空间因素，重点研究邻区省份的保险发展程度

对考察省区的影响。 

第六章是结论，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性归纳，总结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 

中国保险发展分布演进的时间-空间分析

研究背景及意义

国内外文献综述

引入分布动态研究方法

Kernel密度估计法 马尔可夫链法

空间分析

邻区相对保险密度 全国相对保险密度

分析

全国相对保险深度

本文结论

侧重整体动态 侧重内部动态

时间分析

分析 分析

空间分析

邻区相对保险密度全国相对保险密度

分析

全国相对保险深度

时间分析

分析 分析

 

三、主要创新及不足之处 

（一）可能的创新 

首先，本文将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方法之一——分布动态

法引入到我国保险发展分布的研究中。这种方法系统地应用于我国区域保险发展

研究尚不多见，笔者引入该新方法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分布动态方法

广泛地应用于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该方法在观察区域经济发展的分布特

征、动态演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在实践中趋于成熟；第二，国内关于保险

区域发展差异的研究虽然比较多，但主要集中在保险区域发展差异的衡量、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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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发展分布演进的时间-空间分析 

区域发展差异的原因以及保险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上，有关保险区域发展的趋势

的研究多借助各类指标判断发展趋势，我国保险发展的分布特征、动态演进过程

很难直观展示；第三，分布动态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区域保险发展规律、完善

区域保险发展趋势研究。分布动态方法包括Kernel密度估计法和Markov链方法。

其中，Kernel 密度估计法能很好地展示出我国保险业发展分布的整体形态和动态

特征，Markov 链方法可以很好地反映我国区域保险发展分布的内部动态性，并

可以利用 Markov 链的稳态分布预测我国区域保险发展的长期均衡状态。 

其次，本文完善了以往文献中使用 Markov 链分析法往往忽视的时间平稳性

和马尔可夫性的检验。样本只有通过了时间平稳性和马尔可夫性的检验方可做进

一步的 Markov 链分析和预测，但是国内大部分文献都欠缺必要的检验，从而使

得结论缺乏可信度，降低了其参考价值，本文弥补了国内文献的这一不足，更加

严谨科学。 

再次，在分布动态研究中，现有文献较少引入空间因素进行分析——空间

Kernel 密度估计和空间马尔可夫链分析，从而忽略了影响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因

素——近邻效应——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受到周边省区的影响，本文引入了空间因

素，使得文献分析更加完善和详实。 

（二）存在的不足 

由于时间精力有限，本文仅仅着眼于把握我国各区域保险发展所经历的状态，

而未能深究发展差异、发展变化背后的内在原因，且未能提出可实施的政策建议。

这两点可作为作者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另外，由于作者本人的学术水平及知识储

备有限，本文不免存在疏漏和错误之处，问题和不足还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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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第一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针对区域保险发展差异的文献很少，根据江生忠（2006）的观点“这是

因为西方的保险业发展或区域保险市场的形成主要是源于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

的作用，无需政府更多的推动和制度设计”。①但国外关于经济、收入发展差距研

究的文献非常丰富。下面就区域经济发展的文献进行综述，期望通过了解国外学

者在经济领域研究区域发展差异的成果，在研究方法层面指导本文的创作。 

整理国外区域经济发展的文献，可以发现，其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形成原因，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下面分别进行说

明。 

一、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形成原因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有许多观点，被归纳为不同的学说：以 Tusi（1991），

Fleisher and Chen（1997）[1]，Demurger et al（2001）[2]为代表的投资分布差异说

认为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分布导致不同区域的人均 GDP

趋异；以 Berthelemy 和 Demurger（2000）[3]，Lemoine（2000）[4]为代表的 FDI

分布差异说通过研究发现 FDI 能为当地企业带来竞争压力，促进企业提高劳动

生产率，为当地企业带来管理技术的示范作用，并能提供管理人员的培训基地，

从而造成区域发展差异；发展战略差异说是以 Aguighier（1988）[5]为代表，该

学说认为政府采取发展战略的不同导致了区域发展差异，并引起区域发展差异的

进一步扩大。Aguighier 通过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后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得出结

论：东西部的差距来源于中国政府实施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其他解释区域发展差

异的学说还包括人力资本分布差异说、社会资本充足度差异说等等。 

二、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 

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研究，主要分为均衡发展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两大流

① 引自江生忠在《中国区域保险的理论与政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年版）中做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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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发展分布演进的时间-空间分析 

派。 

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有 Friedman 和 Willamson。Friedman（1966）[6]提

出的“空间组织阶段理论”，用实例论证了区域经济增长经历从不均衡到均衡的

发展过程。他认为区域经济在经历低水平均衡阶段、极化发展阶段、扩散阶段后，

会进入最后一个阶段：高水平均衡阶段，此时全国经济完成一体化；Willamson

（1965）[7]是“倒 U 型曲线假说”的提出者，他研究了全球 24 个国家的区域增

长时间序列资料后发现，在经济发展初期，区域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但随着经济

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区域间的收入差距会趋于收敛。 

非均衡理论包括“增长极”理论，“地理上二元经济”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

“增长极”理论的代表人物是 Perroux（1950）[8]，他指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

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渠

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最终产生不同的影响；“地理上二元经济”理论是

Myrdal（1957）[9]提出的，他指出在经济发展初期发展大致相同的地区，如果受

外部因素的作用，某些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就会出现不

平衡，这种不平衡发展会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使得经济发达的地区发展速度更

快，而落后地区发展则更慢，逐渐扩大差距，形成地区性二元结构；新经济地理

学的观点是：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技术将促进富裕地区保持甚至更快增长，而较

贫困地区与之的差距会加大。 

上述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研究是比较早期的文献，大多属于理论层面的探索，

后期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研究着重于实证研究，为了更好地识别区域之间经济增

长收敛或者发散的趋势，Barro 和 Sala-I-Martin（1992）[10]提出了度量收敛性的

两种方法：β收敛与 σ收敛。β收敛方法是利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的模型，将人均

GDP 等数据进行对数线性回归分析，通过回归模型的结构系数 β①来判断区域经

济发展的收敛性；σ收敛方法是通过构造研究对象的 σ收敛测度指标，通常用基

尼系数、泰尔指数、变异系数等表示，观察所构造的指数随时间推移的变化情况，

若存在下降的趋势，则判断研究对象 σ收敛，经济发展水平出现趋同。以后的学

者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收敛性研究多在此基础上加以探讨和改进。 

在国外的区域经济发展趋势演进的研究中，理论的建立已经非常丰富，后期

① 所构造的回归方程形式不同，则判断 β收敛的标准不同。除了 Barro 和 Sala-I-Martin（1992）提出的对数

线性回归方程外，Baumol (1986) ，Atkins 和 Boyd (1998)也构造相应的回归方程判断 β收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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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献综述 

的文献多集中于实证方法的探索，传统的研究多集中于 β收敛与 σ收敛的探讨。

虽然很多学者对 β收敛与 σ收敛的趋势研究方法进行了诸多改进，但其本质思想

并未改变。 

β收敛本质是通过经济发展的平均增长速度对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利

用回归系数判断经济发展是否收敛。但这种典型的方法受到 Quah（1993a）[11]

的质疑，他认为这种方法会受到来自“回归趋于均值”的高尔顿谬误的困扰。

Quah（1993b）[12]指出，如果重要的、潜在的永久因素或增长的组成部分随机地

随时间变化，则传统的研究收敛性的实证方法是具有误导性的。另外，Quah

（1996a）[13]认为研究收敛性的关键在于研究一个经济体相对于其他经济体的收

敛性，而不是相对于自身的收敛性，因为单独经济体趋于自身稳态的研究不能解

决政策制定者所关心的区域发展、相对经济表现等问题，而后者占据了传统的收

敛分析。同时，他还指出传统的研究无法识别单峰分布向双峰分布的转换，更无

法识别分布内部的动态变化。基于以上原因，Quah（1993b）开创性地提出了使

用分布动态方法（Model of Explicit Distribution Dynamics）作为传统方法的替代

来研究经济发展差距问题。这种方法包括Kernel密度估计法和Markov 链分析法。 

σ收敛本质是通过构造研究对象的 σ收敛测度指标，如采用基尼系数、变异

系数等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但是这种统计指标的方法局限性较大，受到学

者的质疑。Richard（2005）[14]认为基尼系数等指标虽然能够衡量总体的不平等

性，但它们仅仅是将整个分布浓缩为一个单一值，而分布是很难用一两个参数完

整地描绘的，所以他认为 Kernel 密度估计能更好的衡量收入不平等以及经济福

利的变化。 

另外，用传统的收敛方法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忽视了空间因素。Quah

（1996c）[15]在研究区域经济差距时提出应该考虑空间因素的影响，他指出在收

入增长研究中忽略地区联系会导致一些误导性的结论，他设计了三类衡量欧洲各

地区收入的指标：各地区相对于欧洲平均水平的人均收入（各地区人均收入除以

欧洲平均人均收入），各地区相对于所属国家平均水平的人均收入（各地区人均

收入除以所属国家平均人均收入），各地区相对于相邻地区平均水平的人均收入

（各地区人均收入除以相邻地区平均人均收入），并建立各指标之间转换的

Markov 链，研究结果表明，邻区地理因素比所属国家因素对于收入不平等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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