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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被否产品遭批
上海人寿逢多事之秋

上海人寿万能险情况一览

一则“周某某拟任副总经理、董

秘被上海银保监局不予批准”的消息

将上海人寿推上了风口浪尖。 事实

上，除了高管任命被否外，今年初，上

海人寿还因产品备案不合规被点名

通报，去年该公司的增资资格也被监

管撤销，涉及资本金高达40亿元。除

了不合规股权外，万能险占比过高等

问题也备受业界关注。

高管学历造假

发酵一年的上海人寿人力资源总监周

某某学历存疑问题终于盖棺定论。近日，上

海银保监局接连发布两份不予许可周某某

任职资格的批复。

上海银保监局表示，经查，周某某的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本科毕业证书与该校证书

不符。依据相关规定，上海银保监局决定不

予核准周某某上海人寿副总经理及董事会

秘书任职资格，并在一年内不再受理对周

某某的任职资格申请。

事实上，关于周某某的学历造假问题，

去年7月业界就开始传得沸沸扬扬。彼时有

媒体报道，去年上海人寿内部人员举报周

某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本科

学历造假，并发现周某某2008-2010年求

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及在摩根士丹利

实习的经历背后并无出入境记录。

上海人寿2019年二季度偿付能力报

告显示，周某某现年41岁，自2016年起出

任上海人寿人力资源总监。报告称，周某某

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本科。曾担任大

连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局、大连铸造工业公

司人事经理、董事会秘书；月星控股集团人

事总监；览海控股集团人力资源总监。

根据《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任职资格管理规定》要求，保险公司总

经理、副总经理和总经理助理应当具备大

学本科以上学历或者学士以上学位，以及

从事金融工作八年以上或者经济工作十年

以上的经历。

对此，有险企相关负责人分析称，正常

情况下公司在招聘人员尤其是新员工时，

会对照学信网信息验证其学历的真实性，

不过多数高管在行业内都比较资深，导致

公司忽略对其学历方面的审查，这件事也

在提醒公司要加强对员工资质的审核。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17年10月，原

保监会曾向上海人寿下发监管函，剑指该

公司存在董事会运作不规范；独立董事制

度缺失，管理不规范；高级管理人员免职

未按时报备；关联交易管理不规范；薪酬

管理不合规；内部审计管理不到位等六方

面问题。

产品问题被“点名”

除了高管资质存疑，该公司产品也被

监管“点名”。今年以来，银保监会共发布两

份《关于人身保险产品近期典型问题的通

报》（以下简称《通报》），而上海人寿均被

“点名”。

今年1月，银保监会通报2018年5月产

品专项核查清理工作和近期监管备案中发

现的典型问题。其中，上海人寿存在个别产

品无法律责任人或总精算师签字现象，监

管以险企产品开发报备不合规、不合理而

对其进行通报。

同时，今年9月，银保监会在统计2017

年各公司备案产品截至2018年底的销售

情况时发现，部分公司相当数量的产品备

案后并未销售，或者销量极低。其中上海

人寿等7家公司销量为零的产品数量超过

10个。

对此，某险企产品部门人士表示，无法

律责任人或总精算师签字多是相关人员疏

忽造成的，一些对合规要求较严格的公司

通常不会出现该问题，从而也说明该公司

在产品报备流程的管理方面有待加强。

而关于报备产品无销量，有业内人士

表示，其中涉及的原因较多，例如一家保险

公司真正具备一定保费规模的产品可能在

十几款左右，由此导致其他不少产品无销

售量。另外，没有找到合适的渠道来销售也

可能存在。此外，公司人事变动对产品销售

也有影响，例如由于团队员工离职，导致团

队正在推动的产品搁浅等。

此外，从上海人寿保费结构来看，该公

司存万能险占比较高的情况。今年前三季

度，上海人寿原保险保费收入达103.51亿

元，同比增长108.85%，同时，保户投资款

本年新增交费76.02亿元，在规模保费中的

占比为42.34%，而目前高出这一占比的人

身险公司仅有9家。

数据显示，2015-2018年，上海人寿保

户投资款本年新增交费在规模保费中的占

比 分 别 为 69.62%、52.48%、55.44%、

62.59%。由于该占比较高，在2016年5-8

月原保监会对上海人寿等9家公司开展万

能险专项检查，并下发监管函责令其进行

整改。

违规股权遭清退

高管学历造假、产品问题遭通报的同

时，上海人寿违规股权问题也搁浅至今。

2016年4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上海

人寿变更注册资本和修改章程的批复，其

中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20亿元变更为60

亿元。

据上海人寿2017年年报显示，此次增

资由原股东览海集团、中海集团投资有限

公司、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福州宝龙商

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俪铭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认缴，同时还有新股东上海洋宁

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宁实业”）、上

海和萃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萃实

业”）、上海幸连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幸连贸易”）参与。

增资完成后，上述3家新股东的持股比

例分别为13.75%、13.75%、3%，同时大股

东览海集团持股占比为20%。

之后在2018年4月，银保监会向上海

人寿下发撤销行政许可决定书，指出上海

人寿股东洋宁实业、和萃实业在2016年的

增资申请中隐瞒关联关系、超比例持股，提

供虚假材料。

同时，该决定书要求自本决定下发起3

个月内，上海人寿应抓紧引入合规股东，确

保公司偿付能力充足，在引资完成前不得向

违规股东退还入股资金，期间限制违规股东

参会权、提案权等股东权利，逾期未完成的，

监管部门将视情况采取进一步监管措施。

不过，据上海人寿2019年二季度偿付

能力报告显示，该公司股东名单以及持股

比例仍与2016年增资后的情况一致。

据了解，览海集团的法人密春雷和洋

宁实业的监事沈荣生分别为上海中瀛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和董事，同时，洋宁实

业的法人沈宏伟和沈荣生为父子关系。而

和萃实业的法人林国庆则为览海集团旗下

上海览海医疗中心有限公司法人。最终览

海集团、洋宁实业、和萃实业合计对上海人

寿的持股占比为47.5%。

根据2018年4月银保监会修订发布的

《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投资人及其关

联方、一致行动人成为保险公司控制类和

战略类股东的家数合计不得超过两家。而

对于该公司的股东问题以及引入合规股东

的最新进展，北京商报记者采访上海人寿，

截至发稿该公司并未给予回复。

“健康+科技”模式待解

当前，在科技兴国、“健康中国”等战略

的推动下，以及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背景

下，商业健康险、“保险+医养”、科技赋能正

迎来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上海人寿似乎也

在紧跟健康产业和科技的大趋势。

在开业初期，该公司总裁石福梁就曾

表示，上海人寿将以中高端健康险产品

为特色，走“保医结合，以医带养”的道

路。同时，该公司于2015年7月正式设立

健康险部。

在去年11月，石福梁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上海人寿还积极探索与相关养老

机构合作，推出商业保险与养老服务相关

业务。目前，已有数十位客户获取了高端养

老服务的“入住证”。

不过，从该公司年报发现，2017、2018

年该公司保险业务收入均在64亿元左

右，而健康险保费收入仅分别为1414万

元、4762万元，不足当年保费收入的1%。

此外，该公司在科技领域也动作频频。

上海人寿表示，公司着力推进科技赋能战

略，加大布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

动互联等先进科技与保险产业的融合。据

了解，该公司按照国家机房建设最高标准

设立了上海保险云数据中心，同时以崇明

后援中心为代表的数据中心、呼叫中心相

继建成投入使用。

对此，有业内专家表示，中小主体如果

简单复制大公司的科技发展模式，由于公

司规模比较小，庞大的科技投入以及人才

投入会导致企业固定成本分摊大，由此可

能削弱中小险企的竞争优势。不过，借助于

科技发展为企业赋能已成为一种发展趋

势，中小险企选择与第三方科技公司进行

合作，直接运用成熟的技术促进公司发展

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李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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