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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亿罚金下保险业合规经营之路

2020年险企“补血”画像：直接增资“腰斩”发债规模创新高

北京商报2020.12.31

年终盘点·保险2020

重拳震慑 百万罚单频现

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年内保

险机构接受罚单张数约为1550张，同比增

长45%；罚金数额已突破2.2亿元，相较去

年的1.7亿元同比增长30%。从机构性质的

角度来看，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年内财险公

司罚金超1.1亿元，远远拉开寿险公司和保

险中介公司，而后两者罚金分别在5000万

元和4000万元左右。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中国保险与

养老金研究中心研究员朱俊生指出，今年

保险罚单数目与罚金数额双升，与6月发布

的《中国银保监会行政处罚办法》以及随之

开展的整治银行保险业市场乱象的“回头

看”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了监管

部门提升金融违法违规成本，严肃整治金

融市场乱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导向。在

这样的背景下，朱俊生认为罚单数和罚金

的提升，与违规成本的提升不无关系，体现

出了严监管导向，传达出治理行业乱象的

决心。

整体违规成本提升背景下，年内百万

罚单亦频频出现。其中，银保监会下发的保

险业开年首张罚单处罚金额便超300万

元。今年3月，人保寿险因存在电销、网销业

务欺骗投保人，未按规定使用经备案保险

费率且提供、编制虚假报告、文件、资料等

行为，合计被罚338万元。

除了大额罚单以外，监管部门还屡屡

施行限业停业的顶格处罚，北京商报记者

梳理发现，年内被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的

保险公司或者保险中介机构至少有14家。

今年12月初，车险综合改革启幕后首

张停业罚单问世：大地财险新疆分公司通

过某信息技术服务公司代开发票，编制虚

假咨询、服务费，用于支付超标准手续费及

业务奖励费等；另外，该公司还通过某传媒

公司和某供应链管理公司，以代开服务费

和咨询费发票的方式进行违规返佣，最终

合计被罚115万元，同时被责令停止接受商

业车险新业务3个月。

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副主任李文中认

为，年内停业处罚多发，是当前严监管的要

求与体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规范保险

市场秩序，保证保险经营数据的真实性，促

使保险业持续、健康发展，各项监管、支持

政策也才更有效。”对此，李文中如是评价。

一查到底 连带处罚治乱

顶格处罚对违规行为起到威慑作用的

同时，监管部门对于违规违法行为还坚持

一查到底的态度，意在揪出涉事多方，采取

连带责任式处罚治乱。

如某财险公司无锡分公司在展业中存

在违规返佣以及虚构业务套取费用的行

为，与某保险代理公司业务合作时，将部分

直接商业车险业务录入至上述代理公司名

下，涉及车险业务610笔，涉及保费143.76

万元。因虚开中介发票帮助保险公司套取

费用，该保险代理公司与财险公司及相关

负责人均受处罚。

根据保险法第一百三十一条，保险代

理人、保险经纪人及其从业人员在办理保

险业务活动中不得有利用业务便利为其他

机构或者个人牟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而

《2020年保险中介市场乱象整治工作方

案》强调，将严厉查处保险公司落实管控责

任不到位的问题，即使中介机构出现问题，

所涉及的保险公司及相关负责人也会面临

连带责任处罚。

“加强对主体责任的处罚将是国内外

保险的监管趋势，是为了进一步督促保险

机构对委托代理的责任监管，促使企业

完善内控和培育诚信经营文化，从源头

上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业内人士

分析道。

此外，梳理今年罚单还不难发现，非

保险机构因兼业代理被罚的情况也在年

内罚单中频现。其中，仅是违规开展保险

业务被处罚的银行机构便至少有5家；除

此之外，非保险机构还有至少4家汽车服

务公司和1家物流公司因保险代理业务不

合规被罚。

12月22日，江苏银保监局下发的罚单

显示，某股份制银行南京分行存在欺骗投

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诱

导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行为被罚30

万元。具体而言，该分行销售人员存在将不

确定利益的保险产品承诺为保证收益、将

分红型产品介绍为万能型产品或将15天

的犹豫期介绍为10天的情况，涉及10笔代

理销售保险业务；销售人员隐瞒投保人代

替被保险人签名，涉及3笔代理销售保险

业务。

此外，近期上海优驾汽车服务公司、

上海奇敏物流公司均在此前因办理保险

业务活动中，利用业务便利为其他机构牟

取不正当利益受到处罚，分别被罚7万元

和8万元。

屡教不改“新病旧疾”缠身

深究罚单缘由不难发现，编制虚假材

料依然在违规事由中“霸榜”：仅从即将结

束的12月来看，“编制虚假材料”所涉罚单

达42张，罚金高达668.5万元，分别占12月

罚单数和罚金总额的40%和30%。而年内

财务数据和业务信息造假、违规返佣等乱

象亦较为突出。

而除了常规处罚事项外，北京商报记

者梳理发现，年内还出现了因内部治理不

到位、内控不规范引发“内鬼”骗保案件、朋

友圈卖保险调查等新型罚单。

在因内部治理不到位被罚方面，华海

财险可谓被监管“秋后算账”。此前，华海财

险备受违规股权困扰，2016年报送的青岛

神州万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及青岛乐保互

联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材料中的关联关系声

明等与实际不符；另外，罚单表示华海财险

在2018年4月和2019年3月召开监事会间

隔时间过长，且信息披露管理薄弱、公司档

案管理混乱，存在编制虚假材料和公司治

理不力的问题。

对于上述乱象，有业内人士分析称这

可能是高管“内斗”后遗症。而华海财险则

回应罚单称，公司将严格按照银保监会的

监管要求，以此次处罚为警示，正视历史遗

留问题，吸取教训，逐一对照，认真整改，坚

守风险底线，依法合规经营。

同时，年内“内鬼”勾结“外人”骗保的

新型保险诈骗乱象也被监管频频点名，险

企在这些案件中又被骗保又被罚款，究其

原因，还是保险公司内控不规范，才导致案

件发生。类似的还有12月某寿险公司沧州

分公司未能及时发现营销员在从业期间存

在诈骗行为，当地银保监分局因内控管理

存在漏洞，对该公司进行警告并罚款1万元。

而在保险营销方面，随着疫情冲击带

来的线上业务兴起，年内出现多起朋友圈

保险营销不规范被罚的案例，如近日，某寿

险公司长春市二道支公司四名保险从业人

员存在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含误导性陈述

宣传广告，最终导致公司被罚1万元。

对于频出的乱象，朱俊生分析称，今年

一些因素导致保险业市场竞争激烈，如产

险领域的车险综改和人身险领域受疫情影

响的“开门红”等，导致保险行业整体业务

增长压力大、市场拓展需求大，一些不规范

的行为也因此更容易出现。

加强内控 筑牢合规“防汛堤”

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监管在向着“全

流程”“全链条”目标努力，而保险业距目标

达成，还有许多路要走。

对于如何筑牢保险业合规经营的“防

汛堤”，中国精算师协会创始会员徐昱琛建

议，从保险公司角度来看，首先要根据银保

监机关的监管要求完善自身制度，从产品

开发到销售到与中介合作等方面均需覆

盖；其次，需要围绕内控、稽核、审计、风险管

理等部门开展工作，保障制度的落实；最后，

要加强内部整改，及时反馈消费者意见并

解决问题，防患于未然，而不是被动地等待

监管部门发现指出问题。

而从监管角度来看，徐昱琛也从三个

层次提出建议：制度建设方面，要不断完善

法律法规填补空白，及时发现新的问题并

与时俱进对其进行明确和规范；制度落实

方面，应加大检查和查处的力度；此外，对

于群众举报也应积极反馈。

事实上，严肃整治市场乱象，监管部门

不断扎紧制度篱笆。除了中介市场乱象整

治工作方案外，《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

法》中也明确对保险机构从业人员参与互

联网保险营销宣传过程中夸大产品收益、

贬低竞争对手等乱象“重拳出击”。

“未来保险公司应加强内部控制合规

建设，这是当务之急。”朱俊生建议，在完善

风险管理机制方面，可从员工培训入手，构

建企业合规文化。

同时朱俊生指出，监管趋严、违规成本

提升，不仅是交罚款，还可能导致停止业

务、撤销高管等后果，而这些措施还会带来

一些声誉风险———客户获得相关信息后可

能对公司的信任度和黏性下降。

“这是较为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做好

合规和内控，才能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打

好基础。”对此，朱俊生如是评价。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周菡怡

2020年，监管部门对保险业开出的罚单“密集”且严

厉，高压治理保险业乱象的监管思路和意图更为凸显。北

京商报记者梳理罚单发现， 年内保险罚单数目与罚金数

额双升，百万罚单及顶格处罚频出；同时，除保险机构外，

银行、汽车公司、物流公司等保险兼业代理机构的身影也

屡次出现……而最近暴露出来的公司治理不到位等风险

隐患问题也在时刻警示业界， 防范管控金融风险容不得

丝毫懈怠。合规建设和风险管控是保险业永恒的主题。那

么，如何筑牢保险机构风险的“防汛堤”？

罚单情况一览 罚

2020年2019年

罚单总数（单位：张）

罚金额度（单位：亿元）

增长率

岁末回首，疫情冲击下保险行业的强

大韧性离不开资本活血疏通“经络”。近日，

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0年增资

险企数目与增资总额相较去年双双近乎

“腰斩”；而相比之下，发行资本补充债券的

“补血”方式在今年更受险企青睐，仅银保

监会批复的发债计划便达到173亿元，加上

央行批复金额更是突破了900亿元“关卡”，

创下自2015年来新高。

4家险企“大手笔”增资

具体而言，2020年共有14家险企发布

增资方案，直接增资总额约149亿元，相较

去年31家险企合计增资315亿元的计划，

从数额上看减半。

其中，增资额在10亿元以上的险企有

4家，增资额从大到小依次为紫金财险、中

法人寿、汉诺威再保险上海分公司以及安

联中国，分别增资35亿元、28亿元、15.6亿

元和12亿元。

计划增资额最大的紫金财险，融资

56.35亿元，其中35亿元计入注册资本，

21.35亿元计入资本公积金。根据方案，在7

家增资股东中，云南合和集团、江苏金财投

资和南京市建邺区高新科技投资为3家新

增股东。其中，云南合和集团增资后将持股

12.9亿股，与该次参与增资的原第一大股

东江苏国信集团成为并列第一大股东。

“受今年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尤其

上半年很多产业的经营强度下降、现金流

偏紧，投融资并不活跃，下半年才逐步改

善，所以对企业的增资诉求有一定的冲击

因素。”对于年内险企增资减少的缘故，川

财证券所所长陈雳如是解释。

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副主任李文中介

绍称，险企是否增资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

首先，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是否充足。如果

偿付能力充足性不高，影响保险公司的业

务开展，那么保险公司可能会考虑增资或

者发行资本债券来补充偿付能力。

而对于险企增资额“腰斩”的缘故，李

文中分析称，就今年来看，保险公司增资不

积极可能是一方面今年总体上受疫情影响

保险业务总体发展速度不高，而且也没有

出现较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急剧恶化的情

形，因此对增资的需求不是很强烈；另一方

面从上市保险公司股价水平来看，总体变

化不大对资本供求双方都不会形成大的刺

激，因此双方交易积极性总体不高。

发债突破900亿大关

相较年内险企直接增资状况的“惨

淡”，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年内合计有20余

家险企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合计批复发债

额度约900亿元，其中仅被银保监会批准

发行资本补充债券的险企数目便达到9家。

梳理可知，这是自2015年保险公司被

允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资本补充

债券以来总发债额度最大的一次。相较

2019年8家险企发布资本补充债券642亿元、

2018年715亿元的发债小高峰，以及2015

年、2016年、2017年的800亿元、295亿元和

350亿元，2020年资本补充债券的发行总额

创下近六年新高。

与此同时，单次发债额度也到达了一

个“高峰”。如平安人寿3月发行10年期资本

补充债券，发债金额高达200亿元，为年内单

次发行规模最大的一笔债券，也是平安人寿

在境内单次发行规模最大的一笔债券。

对于为何相比增资，险企更偏好发行

债券，业内人士表示，和股东增资相比，资

本补充债的融资成本更低，审批标准和发

行程序相对简单，资本补充周期更短，而且

不会稀释股东股权。

李文中则分析称，首先，保险公司偿付

能力监管对资本充足性与资本结构都有要

求，保险公司增资增加的是核心资本，履行

资本债券增加是附属资本。监管要求核心

资本充足率不能低于50%，占总资本的比

重不得是低于50%。

“因此，在保险公司并不能简单地偏好

发行资本债券，只能说它们在核心资本占比

较高的情况下，才可以通过发行资本债券来

补充资本，如果其核心资本占比已经接近甚

至低于最低要求，那么只能通过增资来补充

资本金，不能通过发行资本补充债券来补充

资本金。”对此，李文中如是解释。

其次，保险公司股东为了提高资本金

的利用率，也会在满足偿付能力监管要求

的情形下倾向于通过发行资本债券来补充

资本金。最后，今年金融市场上债券利率总

体走低，发行资本债券的成本下降恐怕也

是导致该现象的一个原因。

而对于为何大型保险机构重视发债，

陈雳则解释称：“当前资本市场对直接融资

非常重视，且积极鼓励，尤其是在前3个季

度，债券发行的融资力度效果更为直接，能

够在短时间内较快地补充险企的流动性。

而很多保险公司评级较高，为发行债券也

提供了相应的基础。越大的险企对中长期

现金的重视程度越高，因其经营的规模效

应，发行通常更受市场认可。”

外资入华“野心”凸显

在众多排队“补血”的险企中，外资保

险机构表现颇为亮眼。

今年6月，德国安顾集团通过旗下全资

子公司安顾财险斥资8.82亿元，成为泰山财

险持股24.9%的新晋战略股东，正式入驻中

国财产险市场。

一边是外资机构加盟国内险企，另一

边则是加大对在华子公司的投入，如今年

12月，安联集团向安联中国追加12亿元投

资；仅一日之隔，瑞再企商保险也对外披

露，其唯一股东SwissReInternationnal

Se将向其增资1亿元，用于瑞再企商保险

的业务拓展。

外资机构看好国内保险市场的动作不

止于此，除了以增资“补血”为“桥梁”进入

中国保险市场外，外资还通过股权挪腾加

大对国内险企控股，增强话语权。如今年6

月，君正集团及其旗下子公司所持华泰保

险合计约15.31%的股份转让给安达天平再

保险获批，“安达系”持股华泰保险比例升至

46.2%，距离绝对控股仅一步之遥。而继友

邦保险“分改子”获批，首家外资独资寿险公

司诞生后，今年5月，汇丰控股宣布将以股

权转让的形式收购国民信托所持有的汇丰

人寿50%股权、日前安联保险集团也表示中

信信托计划转让中德安联人寿49%股权，安

联中国控股正积极评估此次交易机会。

对于外资加码入局国内保险业，有业

内人士认为，这一方面能引入国际保险业

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

外资本对于中国市场的看好。据瑞士再保

险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安仁礼表示，中国保

险市场表现出比预期更强的韧性，也超出

了宏观韧性指数，并预计受益于政策支持、

收入和风险意识提升以及快速发展的数字

化方面的良好环境，未来几年中国市场仍

将是全球保费收入的主要来源。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周菡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