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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行业：我国保险保费收入以人身保险为主，且人身保险增速快、标准化程度较高；当前财产险占比较低，且

增速较慢、产品相对非标。目前保险公司盈利主要依赖于人身保险，财险整体处于盈亏平衡状态，可推知财险公司

对投资收益需求较高。整体而言，保险公司集中度高、盈利两级分化明显（25%+家险企净利润为负)、投资以债券

为主

保险IT行业：2020年保险IT解决方案市场规模达93.5亿元，预计2020-2024年CAGR为22.1%；行业整体集中度较高，

2018年中科软市占率超过40%。保险IT系统主要分为核心业务系统、渠道系统、管理系统及其他；2018年核心系统

占比最高(42%)、未来渠道系统预计将迎来较快增长

与银行、券商相比，保险IT投入占比较小，未来预期有较高空间：2019年，保险IT投资占原保费收入比重

为1.8‰，占净利润比重为1.3%，在银行、保险、券商三个行业中较低。与银行相比，保险公司数量少、集中度高、

直销占比小；与券商相比，保险公司日常交易频率低、容错高，当前对信息系统建设要求相对较低

私域流量运营及保险上云或为保险IT行业未来发力点：互联网营销中直销占比逐渐提升、保险丰富的应用

场景、监管对于上云宽松的态度，或催化保险公司构建互联网云核心、渠道等系统

风险提示：1）保险行业市场环境变化及政策变化； 2）保险IT行业政策变化； 3）保险IT行业竞争格局变化



保险行业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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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保险行业中，人身保险占比超七成、且增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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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保险行业分为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两大类，其中人身保险贡献了绝大部分保费

• 2011-2020年，人身保险保费CAGR为14.9%；2020年人身保险保费收入达到3.33万亿元，占总保费收入的74%；

• 2011-2020年，财产保险保费CAGR为10.7%；2020年，财产保险保费收入达到1.19亿元，占总保费收入的26%

业务分类 险种名称 内容

人身保险

寿险 包括定期寿险、终身寿险、两全保险

健康险 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
护理保险等

意外伤害险 包括个人意外伤害险、集体意外伤害险、巨灾
保障等

财产保险

机动车辆保险 包括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车上人员责
任险、全车盗抢险

意健险 财险公司可以兼营短期人身意外伤害险和健康
险

保证保险 分为诚实保证与确实保证两类

责任保险 包括公众责任险、产品责任险、个人责任险、
职业责任险等

农业保险 包括种植业保险、养殖业保险

其他 包括企业财产保险、信用险、货物运输险、工
程险、家庭财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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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11-2020年我国财产保险公司与人身保险公司保费情况（亿元） 表1：我国保险险种分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银保监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天风证券研究所



1.2 人身险及财产险构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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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保险中，寿险保费占比最高，健康险保费增速最快。2019年寿险保费达2.28万亿元，占人身险收入的77%；

健康险保费为0.62万亿元，占比21%。2011-2019年健康险CAGR达33%，同期寿险CAGR为12.8%。2019年12

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促进社会服务领域商业保险发展的意见》，提出“力争到2025年，健康险市场规模超过

2万亿元”，可推算健康险2019-2025年CAGR为21.5%，预计增速依旧保持领跑

◆ 财产保险中，车险保费占比最高，意健险增速较快。2019年车险保费为0.82万亿元，占财产险收入63%；意健险

保费为0.13万亿元，占比11%。增速方面，车险2011-2019年CAGR为11.2%，同期意健险CAGR为30.6%；此外，

保证保险、责任保险、农业险等增速较高，但由于体量小，贡献保费变化并不明显

图2：2011-2019年人身保险分险种保费收入（单位：亿元） 图3：2011-2019年财产保险分险种保费收入（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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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财险赔付率、综合成本率双高，盈利依赖人身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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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保险公司的盈利主要依赖于人身保险。人身保险赔付率为20%左右，且近年呈现下降趋势

◆ 财产保险赔付率超过50%、且近年呈现上升趋势，系贡献保费最大的车险赔付率较高。由于固定费用、管理成本

较高，财险综合成本率接近100%，处于盈亏平衡线附近；三家头部财险公司平安财险、太保财险、人保财险综

合成本率分别为96.4%、98.4%、98.9%，处于微利状态，可推知财险公司对于投资收益的需求较高

图4：2011-2020年分险种赔付支出及赔付率（单位：亿元） 图5：2011-2019年财险综合成本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众安金融科技研究院，零壹财经，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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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保险投资中债券占比最高，行业集中度高、盈利能力分化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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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投资方面，我国保险业资金主要投向债券、股票&基金、定期存款；六大上市保险企业中债券投资占比约为

41.8%，平均总投资收益率为5.4%

◆ 保险行业公司数量少、集中度高、盈利能力分化明显。1）数量少：保险、证券公司数量相对银行较少；2）集中

度高：保险业净利润前十的公司贡献行业利润的82%，集中度为三个金融行业中最高；3）盈利分化明显：在

wind可查到财务数据的199家保险公司中，55家险企2019年净利润为负，行业盈利分化明显

表2：2019年六大上市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情况及投资收益率 表3：2019年保险、银行、券商行业净利润情况

资料来源：各公司年报，巨潮资讯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债券包括国债、金融债、企业债

资料来源：证券业协会，Wind，银保监会，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1）银行业从业公司数不包括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企业集团财务
公司等；2）保险行业净利润仅包括wind列示的199家保险公司

公司名称 债券占比
股票+基金

占比
定期存款
占比

总投资
收益率

中国平安 46.9% 12.0% 6.6% 6.9%

中国太保 42.6% 9.6% 10.4% 5.4%

中国人寿 39.5% 11.1% 15.0% 5.2%

新华保险 42.7% 12.1% 7.6% 4.9%

中国太平 46.5% 14.2% 8.6% 4.8%

中国人保 32.4% 11.8% 8.9% 5.4%

行业名称
从业
公司数

行业净利润
（亿元）

前十公司净
利润（亿元）

前十公司净利
润贡献占比

保险 235 6,166 5,056 82.01%

银行 4,134 19,392 13,831 71.32%

券商 133 1,231 754 61.29%



保险IT行业概览
2

8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2.1 保险IT产业链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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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保险行业供给侧主要包括：保险公司、中介机构、上下游产业和服务类公司。保险公司负责产品设计、保费

收取以及投保事件发生时支付赔款；保险中介机构和上下游产业主要提供场景及产品推广销售；服务类公司提供

医疗或IT技术等支持服务

图6：保险行业产业链拆解

资料来源：腾讯云大学，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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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保险IT解决方案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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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保险IT系统主要分为：核心业务系统、渠道系统、管理系统及其他

◆ 核心业务系统：支持从产品定义（包括产品定价模型定义）、报价、批改、理赔、续保、再保等全流程保险业务

需求，不同险种拥有单独的核心系统，是险企的刚需系统。以中科软寿险核心系统为例，系统提供精算、产品设

计、核保等业务功能以及支持日常事务处理的技术组件，同时能够对接其他渠道、管理系统

图7：我国保险IT解决方案分类 图8：中科软核心系统LIS寿险管理平台示意图

资料来源：赛迪顾问，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科软招股说明书，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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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保险IT解决方案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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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渠道系统：包括营销管理、银保系统、呼叫中心、电子商务等子系统，主要辅助核心系统进行营销展业

◆ 管理系统：包括风险管理、客户关系管理、商业管理、财务管理等子系统，主要负责进行日常事务管理。以阿里

云的保险数据中台为例，目前管理系统各功能模块可由数据中台提供支持

表4：渠道系统主要功能 图9：阿里云保险数据中台示意图

资料来源：新致软件官网，先锋音讯官网，中国农业银行官网，天风证券
研究所

资料来源：阿里云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系统名称 主要功能

营销管理 包括销售人员管理、佣金计算、销售回溯等功能

银保系统
实现银行柜台代理销售保险产品，银行和保险公司通

过系统互联实现在线核保、实时出单

呼叫中心
客户可以通过手机、传真、网页等方式进入呼叫中心，
随时查询保险知识、保险类别、咨询投保流程等

电子商务
以移动展业平台为代表，辅助核心业务系统进行线上
投保、电子签名、线上回执、线上保全及理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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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保险IT系统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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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险IT系统发展的过程是核心系统部分变薄、渠道&管理系统变厚；从后台向前台发展的过程

图10：保险IT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新致软件招股说明书，赛迪顾问，亿欧网，智研咨询，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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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保险IT解决方案市场规模

2.4 保险IT整体未来CAGR达22%，核心系统市场规模最大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 2019年保险IT解决方案市场规模达90.03亿元，2017-2019年CAGR为23.18%。保险IT解决方案市场规模主要

受新设保险公司情况、新险种开发情况、以及现有险企系统运维和功能改造等因素影响。随着保险线上化趋势的

发展，未来各险企将会投入更多资金用于系统更新改造，保险IT市场有望保持高速增长。据IDC预计，2023年市

场规模有望达到204.74亿元，2019-2023年CAGR有望达22.80%

◆ 保险IT中核心业务系统规模最大。2018年核心业务系统规模为27.5亿元，市占率为42%，管理系统为32%，渠道

系统为21%

图11：2018年我国各保险IT解决方案市场规模（单位：百万元）

资料来源：赛迪顾问，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12：2017-2023年保险IT解决方案市场规模（单位：亿元元）

资料来源：IDC，赛迪顾问，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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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保险行业特点决定IT投入占比偏低，未来渠道系统或为增长看点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 当前保险IT投入占净利润比重较小。2019年保险IT系统投入占净利润比重为1.6%，低于银行业的2.1%及券商的

16.7%；保险IT系统投入2019年同比增长21%，介于银行（24%）、券商（10%）之间

◆ 保险IT投入占比较小的原因有三：1）交易需求低：与券商相比，险企日常交易频率低、容错高，对信息系统的建

设要求较低；2）机构数量少：相较银行，保险公司数量少、集中度高；3）直销占比小：与银行业相比，保险行

业依赖于代理人或中介进行销售，2018年直销渠道贡献保费仅为11%。未来随着险企互联网直销系统的构建，或

成未来IT增长看点

表5：2019年我国金融行业IT系统投入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存储网，中国产业信息网，中国证券业协会，wind，天风
证券研究所
注：券商IT系统投入数据为行业信息技术投入

类别
IT系统投

入
（亿元）

IT系统投入
YOY

行业净利润
（亿元）

IT投入占比

保险 97.0 21% 6,166 1.6%

银行 425.8 24% 19,932 2.1%

券商 205.0 10% 1,231 16.7%

图13：2014-2018年各渠道贡献保费占比

资料来源：亿欧智库，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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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保险IT解决方案市场集中度较高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 保险IT解决方案行业市场集中率较高，2018年中科软市占率超40%，超第二至六名市占率之和。目前上市公司有

中科软、软通动力、新致软件，三家保险IT业务毛利率均在30%左右

◆ 各公司专注领域不同：中科软主要提供核心业务系统；新致软件聚焦渠道系统和管理系统；软通动力产品涵盖三

种系统；易保提供核心系统和渠道系统，并着力拓展海外市场

图14：2018年保险IT解决方案市场份额情况 表6：2019年保险IT解决方案主要公司经营情况

资料来源：赛迪顾问，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科软招股书、软通动力年报、新致软件招股书、易保官网
注：软通动力营收为金融行业总营收；毛利率为软件与数字服务业务毛利率，可近
似为金融行业毛利率

公司
名称

保险IT营收
（万元）

保险IT
毛利率

产品定位与行业地位

中科软 281,647.43 31%

服务86家国内财险公司（共88家），
为其中64家提供核心业务系统；服
务86家国内寿险公司（共91家），
为其中70家提供核心业务系统

软通
动力

160,280.91 27%

以核心业务系统为基础，覆盖渠道、
中介、平台工具等，为中华联合保
险、永诚保险、安诚保险等提供核
心业务系统，为50家保险公司提供
软件服务

新致
软件

46,017.08 31%
专注于渠道类和管理类系统，服务
于43家寿险公司和26家产险公司

易保 - -

主要产品包括寿险核心业务系统、
产险核心业务系统、销售平台系统，
在30余个国家拥有保险公司客户
200余家

40.99%

8.90%
6.95%

5.56%

3.95%

3.28%

30.37%

中科软 软通动力 易保 新致软件 IBM 信雅达 其他



2.7 国内保险IT后来居上，中科软品牌效应显现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 海外系统市占率下降：我国保险IT市场最初以IBM等海外IT公司为主，后国内企业市占率不断攀升。目前市场份

额最高的海外公司为IBM，市占率不足4%。国外系统市占率下降主要原因在于早期缺乏国内竞品、二次开发成本

高、与国内保险环境结合较难等

◆ 国内保险IT在2000年左右起步，早期国内赛道中包括中科软、易保等公司，后软通动力、新致软件进入并逐步获

得较高市占率。中科软由时任中科院软件所副所长孙玉芳创立，开发出国内第一个“保险业务综合管理信息系

统”，始终是保险IT的龙头企业。中科软2016-2019年保险IT营收CAGR达26.9%，高于行业增速，品牌效应显

现、市占率逐年提升
表7：保险IT公司发展历程 图15：2016-2019年中科软营收及毛利率（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中科软招股书，中科软年报，巨潮资讯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公司
名称

成立
时间

发展历程

中科软 1996
依托于中科院，为原中国人保开发核心业务处理
系统，2000年改组为股份制公司，2006年新三
板上市，2019年A股上市

软通
动力

2001
2006年收购软动智软进入保险IT行业，2010-
2014年在纽交所上市，2021年提交创业板招股
书

新致
软件

1994
2008年后转型向国内各行业提供IT解决方案，
为太保、人寿、人保提供IT解决方案，2020年
科创板上市

易保 2000
2002年发布基于Java的新一代保单管理核心系
统，为中国人保提供电子商务平台，开拓新加坡
市场后重点服务海外保险IT

137,803 176,141 227,070 28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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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科软官网，wind，巨潮资讯网，易保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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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技术创新催生保险科技，成未来发展趋势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 目前保险科技领域企业可分为三类：保险系企业、平台型企业、技术服务提供商，保险IT解决方案属于技术服务

提供商。新技术赋能保险各环节，云计算、大数据、AI、区块链等技术在保险各环节已有成功落地案例，保险科

技成行业发展趋势

◆ 除前述保险IT公司，蚂蚁金服2019年与人保健康合作开发了全新一代互联网保险云核心业务系统，进入保险IT解

决方案提供商行列

表8：保险科技在各环节的应用情况 图16：保险科技企业图谱

资料来源：亿欧智库，天风证券研究所

产品设计 展业营销 投保承保 核保理赔

云计算
数据收集
精算定价

客户营销
客户运营

核保
保单管理

反欺诈
出险赔付

大数据
数据收集
形态设计

客户营销
客户运营

产品报价
核保

反欺诈
出险赔付

AI
需求洞察
精算定价

客户营销
保单成交

产品报价
核保

身份核验
反欺诈
出险赔付

区块链
数据收集
形态设计
产品测试

客户营销
客户运营

核保
保单管理

身份核验
反欺诈
出险赔付

资料来源：亿欧智库，天风证券研究所



3.2 私域流量运营及上云或成保险IT行业未来发力点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 私域流量竞争催生渠道、管理系统需求：至2020Q3我国保险服务领域移动端活跃用户数达7,862万人，同比增长

27%，平安、国寿、太保、众安等处于用户量第一阵营，对应APP月活量超百万人。险企争夺移动端市场、挖掘

用户价值将催生更多IT系统需求

◆ 保险上云带来发展机遇：IDC发布的2020年上半年中国金融云(应用)解决方案市场份额中，中科软以7.6%的占比

位列首位；软通动力、易保等也已推出云相关产品。在保险科技大趋势下，应用云技术将成为保险IT企业未来发

展的优选项
图17：2017-2020Q3保险服务领域移动端季度活跃用户（单位：万人） 图18：阿里云保险上云解决方案示意图

资料来源：易观千帆，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阿里云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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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龙头险企积极布局，保险科技市场增速达12.32%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 面对技术变化，近年传统保险公司积极探索AI、物联网等技术赋能，主要集中于智能核保理赔、智能客服等业务

◆ 前瞻产业研究院预计到2025年保险科技市场规模将达到955亿元，2021-2025年CAGR达19.7%

表9：近年传统保险公司的科技布局情况

资料来源：巨潮资讯网，平安寿险官网，平安知鸟，中国电子银行网，中国
人寿官网，中国金融网，太平洋保险官网，中国财经网，爱保科技官网，天
风证券研究所

公司
名称

保险科技布局

中国
平安

• 2017年提出“金融+科技”、“生态+科技”的双轮驱
动发展战略

• 智能销售陪练工具支持代理人进行人机对练
• 依托大数据平台，推出“智能预赔“

中国
人寿

• 2018年开始构建“国寿大脑”，目前已形成以“慧
学”、“慧听”、“慧眼”为核心的整体规划

• 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出智能客服机器人、语音智能导
航、金盾重疾险反欺诈模型、反洗钱智能查证等

• 2020年推出“国寿云端赔”

中国
太保

• 2018年推出人工智能核保项目
• 2019年创建“太睿保”车联网平台，分析驾驶行为、

监控驾驶异常
• 2020年筹备设立太保金科

中国
人保

• 2018年出资设立爱保科技，总体布局智慧车险、智慧
健康两大板块

• 2018年提出“3411”工程，全面实施数字化

图19：2018-2025年中国保险科技投入金额统计及预测（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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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提示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1、保险行业市场环境变化及政策变化。保险IT作为赋能保险发展的行业，若保险业自身经营状况、竞争环境或相关

政策发生变化，则保险IT行业整体可能会随之发生较大变化

2、保险IT行业政策变化。若互联网保险业务或保险系统上云等方向发生政策变化，则保险IT行业会随之发生变化

3、保险IT行业竞争格局变化。保险IT行业处于架构向分布式转型、系统上云、流量运营的变革期，行业新进入者可

能会带来现有竞争格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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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1 全球人寿保险与非寿险概况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 全球保费收入方面：与中国寿险保费占70%+不同，全球寿险保费与非寿险保费基本持平。西欧地区由于老龄化

问题历史悠久，其寿险保费收入占全球寿险收入的30%；北美地区由于其商业发达程度高，财产保险意识强，财

产险保费收入占全球财险收入的44%

图20：全球寿险与非寿险保费对比（单位：十亿美金） 图21：2019保费收入分区域占比图（内环为财险保费占比，外环为寿险保费占比）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数据只包含加入了OECD的31个国家成员，包括日韩，欧洲及北美地区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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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2 全球寿险与非寿险行业概况-细分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 全球来看，寿险种类分布较为分散，主要分为年金，投资连结和其他寿险三大类，其中年金占比最高

◆ 全球财险主要分为车险，航海险，运输险，火灾险，金钱损失险，责任险，意外健康险等；与国内情况相同，意

外健康险及车险占比最高

图22：全球及美国寿险保费细分（单位：百万美金） 图23：全球及美国财产险保费细分（单位：百万美金）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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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3 全球保险行业IT占比概况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免责申明

◆ 全球来看，2018年保险行业的IT支出约占总营收的3.6%，处于各行业中等水平

◆ 根据IDC数据，北美保险IT支出占比45%，为全球首位；拉丁美洲在2016~2018年间保险IT支出增速最快。整体

而言，全球保险IT支出向前端销售系统倾斜的趋势非常明显

图24：全球各行业IT支出占比 图25：全球各区域保险公司IT支出比重

资料来源：德勤，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Reinsurance News，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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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4 美国保险行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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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保险市场，其保险市场可分为寿险市场和非寿险市场,包括人寿保险、财产保险、意外保险市

场三大类。其中2018年意外健康险保费收入高达1.11万亿美金，财险为0.67万亿美金，寿险为0.17万亿美金。与

国内的寿险的七成占比差距较大

◆ 美国保险市场整体集中度低于中国保险市场，且寿险与财险市场集中度相当，前五家公司市场份额总和约为30%

表10：2018年美国寿险Top5公司 表11：2018年美国财险Top5公司

资料来源：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天风证券研究所

公司名称
总保费

(亿美元)
市场份额

Metropolitan 109 6.52%

Northwestern MUT 106 6.33%

New York Life 94 5.63%

Prudential of Amer 92 5.5%

Lincoln NATL 88 5.29%

总计 29.27%

公司名称
总保费

(万美元)
市场份额

State Farm 659 9.67%

Berkshire Hathaway 439 6.44%

Liberty Mut 346 5.08%

Progressive 338 4.95%

Travelers 333 4.88%

总计 31.02%



附注5 美国意外健康险及财险行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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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保险的销售渠道以代理为主：2019年，个人寿险销售渠道中独立代理占比最高（53%），而通过直销的保费

仅占总保费的6%；2018年，财险市场中介与直销渠道基本持平，直销的保费占比略高于中介渠道。

图26：2019年美国寿险销售渠道占比 图27：2018年美国财险销售渠道占比

资料来源：保险信息机构（iii.org），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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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6 美国保险IT基础架构分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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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整体IT解决方案分为六大层，分别是客户交互类，智能决策类，核心系统类，数据中心类，云端架构类以及

安全集成类

图28：保险IT基础架构分类

资料来源：BCG，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橙色底色为成熟的技术

……

保险行业IT基础架构

客户交互类 智能决策类 核心系统类

客服系统

网页平台系统

客户关系管理

智能流程机器人

定价评分系统

营销系统

保单管理

Billing管理

索赔管理

风险与再保险

电子分账区块链

……

……

数据中心类

数据存储

数据仓库

公司信息管理

大数据平台

实时分析和报告

……

云端架构类

遗留堆栈

私有云

公有云

社区云

……

集成安全类

后端集成

API第三方集成

认证和授权管理

数据隐私管理

网络攻击预防

物联网 智能顾问

机器学习
人机交互

……



附注7 美国保险IT行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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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保险IT行业主要由老牌中大型IT公司主导，集中度较高；2019年前十家保险软件提供商市场份额约占全球软

件市场份额的45.4%，但仍与国内中科软一家占有40%份额的情况差距较大。全球保险行业IT市场规模在2019年

为160亿美元，Apps Run The World预计到2024年将达到177亿美元，2019-2024年CAGR为2.1%，远低于国

内保险IT市场增速。未来，结合大数据及云服务来获客将成为保险IT市场重点投入领域

表12：美国保险IT公司Top10 图29：2019-2024年全球保险IT市场规模（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 Apps Run The World，DXC Technology，Salesforce官网，
Microsoft官网，Vertafore官网，SAP官网，Oracle官网，Guidewire年报，
Applied Systems官网，Adobe官网，Sapiens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Apps Run The Worl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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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产品 公司名称 产品

CSC
保险公司核心系

统
Oracle

CRM、供应链系统、
项目管理系统、索赔

系统等

Salesforce
提供保险CRM系

统
Guidewire 财险公司核心系统

Microsoft
聊天机器人、

Azure 365、云服
务、风险建模

Applied 
Systems

代理或中介机构核心
系统

Vertafore
代理或中介机构

核心系统
Adobe

数字营销系统和解决
方案

SAP for 
Insurance

保险公司核心系
统

Saipens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保险公司核心系统



附注8 美国保险IT行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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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保险行业仍由传统大型保险公司领跑，保险科技公司大多数集中在助力前端销售业务，而美国保险中后台IT

公司主要由成立已久的中大型IT公司占据

◆ 据Crunchbase统计的美国Top10保险科技新创公司，其中5家与健康保险相关，这主要与美国医保政策产生的需

求驱动。这些公司主要为平台类互联网保险销售公司，由于美国州级保险制度复杂以及保险种类众多，客户通过

互联网保险平台便于选择合适的保险产品

资料来源：Crunchbase，天风证券研究所

公司名称 Total Funding 主要业务

Gusto 516.1 billion
云端工资与职工
健康保险管理

Oscar 1.3 billion
健康险以及医患

关系

Bright Health 1.1 billion 健康险

Clover Health 925 million 健康险

Root Insurance 527.5 million
身体以及财产相
关的责任险

表13：2020年Top 美国Insurtech公司主要业务（美金）

公司名称 Total Funding 主要业务

American Well 517 million 远程医疗

Lemonade 480 million 租房房屋险

Outsystems 422 million
App软件开发平

台

Next Insurance 381 million
为SME保险公司
提供渠道平台

Metromile 293 million 车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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