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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nis Noordhoek, 公共政策与监管部总监，日内瓦协会

贯穿保险价值链的人工智能

各行各业都将人工智能(AI)视为重要工具。在保险业，人工智能正在重塑从承保到索赔管理和客户参与的业务流
程。在个性化程度和成本效益提高的基础上，1 人工智能有潜力通过提高保险的可得性、可负担性和可及性来帮
助缩小保障差距，这是它的优点之一。

图 1: 保险价值链上的人工智能用例

来源：日内瓦协会，改编自Eling et al.和Accenture

 
人工智能可以应用于整个保险价值链。具体例子包括语音识别、模式和图像识别以及数据驱动的决策。根据不
同的应用领域，它能为客户提供更强且更定制化的体验、创新的产品(如基于使用行为的保险)或快速高效的索赔
处理。它使保险公司能够通过预测和预防风险 来提升其价值定位2 ，从而帮助社会变得更有韧性、3 改善欺诈检
测、并有助于对更细致地观察分析风险。4

1 Eling et al. 2022; Accenture 2018. 
2 The Geneva Association 2020. 
3 Kelley et al. 2018. 
4 McKinse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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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保险：新的动向?

虽然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保险公司改善其核心业务，但
它并没有改变核心业务本身。承保是一个核心流程，
涉及风险评估和定价——这是一个基于数据(例如与
过去经验相关的数据)的流程5 。人工智能通过提供快
速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发现相关性、挖掘新的数据
来源以及帮助承保人更准确地评估风险来改善这一过
程。6对保险公司专家的采访表明，保险公司并不盲目
依赖人工智能的结果，相反，人工智能增强了人类的
决策能力。

5 Cummins and Doherty 2006.
6 Guelman 2015.
7 IMD 2022.
8 EIOPA 2021.

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和担忧

最近，随着ChatGPT这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
兴起，人工智能的风险和挑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保险行业，主要问题包括缺乏透明度和可解释性、
歧视、偏见、不公、难以负担、排斥性和数据相关问
题。 7 这些问题对保险业来说并不一定是新的，但由
于人工智能的使用，它们会以新的形式出现。保险公
司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来解决这些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风
险，例如用于检测和防止人工智能模型中不必要的相
关性的方法、遵循EIOPA发布的人工智能治理原则、8 
对承保中使用的评级因素数量的自我限制、以及为管
理人工智能相关风险而量身定制的治理结构。重要的
是，保险业中人工智能决策的可逆性意味着其相关风
险与其他领域的风险有很大不同。

图2：应对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和担忧

来源：日内瓦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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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监管

公众对人工智能的风险和负面影响的担忧，给全球的政
策制定者和监管机构带来了采取行动的压力。这导致了
各种各样的监管举措(特别是在欧盟)，其中一些是针对
保险业的，另一些是跨部门的。后者可能会扼杀保险业
的创新，因为它们没有考虑到保险业务模式和现有监管
框架的独特性。相比之下，一些司法管辖区采用了基于
原则的方法，发布了关于如何应用现有的技术中立法规
来管理保险中的人工智能特定风险的指导方针。考虑到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制定具体而规范的人工智能法规
就像试图击中一个移动的目标。这带来了监管迅速过时
的风险，同时限制了创新。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关键挑战
是，在将人工智能风险降至最低以保护消费者和公民和
为创新留出足够空间以造福整个社会之间取得平衡。

 

 
 
保险领域的人工智能已经受到数据保护和保险分销监
管等规则的约束。特别地，现有的部门和跨部门监管
充分关注到了偏见、歧视等在保险中使用人工智能的
风险和问题。欧盟、英国、美国和中国等主要保险市
场的监管框架包括了反歧视、性别平等保护和消费者
保护条款的法律法规，并强调了数据使用和处理的透
明度，以及在自动化决策过程中人工监督的必要性。
在当今的背景下，负责人工智能监管的政策制定者往
往不能完全理解这些现有的、技术中立的监管规定，
但这些规定为管理保险行业的人工智能相关风险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 

来源：日内瓦协会

图3：欧盟、中国、英国和美国现有的监管和法律框架如何应对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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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和建议

早在人工智能出现之前，保险行业就存在偏见、歧视
和排斥等风险。与人工智能在保险领域的应用相关的
新风险是人工智能的影响传播的速度以及滥用人工智
能的潜在后果。

即使没有针对人工智能的监管，保险业中的人工智能
也不是真空状态；例如，它已经受到数据保护和保险
分销监管的约束。在制定对保险领域的人工智能的监
管方法时，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机构应利用这些法规并
在其基础上发展，以便在保护消费者和促进创新之间
取得适当的平衡。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向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机构提出以
下建议:

1. 谨慎定义人工智能：: 为达到监管目的而围绕人工
智能定义进行的讨论是一直存在的。一个可行的
定义是将人工智能的定义限制在自我学习应用程
序上，专注于机器学习，以避免对保险业现有做
法的过度监管。

2. 利用现有法规: 在解决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时，
监管机构必须利用现有的技术中立框架，并更新
在人工智能环境中应用这些法规的指南。

3. 发展基于原则的监管: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使得监
管它成为一项复杂且不断变化的任务。基于原则
的监管方法建立在现行法规的基础上，是在不扼
杀创新和竞争的情况下管理人工智能风险的最有
希望的方法。

4. 考虑人工智能在保险中的具体特征: 由于保险决策
的可逆性和现有监管框架的已被证实的有效性，
与监管较少的行业(如科技)或人工智能决策不可逆
转且具有严重潜在后果的行业相比，跨部门监管
的有效性将大大降低。

5. 关注客户效果: 虽然数据治理框架可以在确保精算
公平和防止歧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重要的是不
要过分强调对用于评估风险和确定保费的个别评级
因素的监管。以客户效果为重点的平衡的数据治理
方法有助于以公平和非歧视的方式促进创新。

6. 国际合作: 各司法管辖区应开展合作，为保险领域
的人工智能制定具体用例指导。跨司法管辖区的
统一法规和指导将使保险公司更有效地应对人工
智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保险公司在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以建立信任方面也
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应该认真对待围绕人工智能
使用存在的担忧；例如提高透明度并清楚地传达人工
智能在承保和索赔处理等面向消费者的业务领域的使
用方式。此外，对保险公司来说，监测人工智能模型
的结果也很重要。虽然监测目前测试结果是否存在偏
差具有挑战性，但保险公司可以与监管者、监管机构
和消费者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合作，开发测试方法并解
决与在保险中使用人工智能相关的更广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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