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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大涨近四成

一季度保险业净利润1143亿元，同比大

增39.31%。其中，产险、人身险、再保险、保险

资管公司一季度净利润分别为195.2亿元、

788.08亿元、18.72亿元和31.06亿元，同比增

速则分别为29.03%、38.35%、1044.95%和

23.84%。

为何保险业多个业务板块净利润上涨？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保险系主任郭振华认为，

保险业短期利润波动主要源自一些非保险因

素，包括投资收益提升等。郭振华指出，今年

一季度股市表现优于去年一季度，而部分头

部险企披露的一季报及发布的一季度预告中

亦显示一季度利润增长主要来自于投资收益

增长。

该份行业交流数据显示，一季度保险公

司资金运用收益共计2987.33亿元，资金运用

平均收益率1.35%。其中，投资收益3086.63亿

元，占资金运用收益的103.94%。

根据今年一季度末险资运用情况表，除

了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运用余额较年

初均有下降，分别减少5.05%和1.66%之外，其

余项目的资金运用余额均较年初有所增加。

其中，债券仍是险资偏爱的对象，资金运用余

额占比依然独占鳌头，高达36.65%，较年初提

升0.06个百分点。

对此，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表示，

股票类和证券投资基金占比有所下滑，主要

是一季度市场存在过热的现象，部分行业估

值过高，因此险资出现了减仓的动作；同时陈

雳指出，就长期股权投资来看，险资保持净流

入表明长期看好国内市场的态度。

“整体来看，当下险资的投资情况较为合

理，险资由于自身特殊性，不会过多将资金投

向股票市场，但随着国内证券市场的改革深

化，险资也会进一步提高权益投资的比例。”

对此，陈雳如是评价道。

而站在收益角度，一季度险企资金运用仅

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收益率在3%以上，分别

为3.73%和3.26%。从持有意向分类看，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资金运用收益1545.57亿元，占比

最大，为52.05%。其后依次是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其资金运用

收益占比分别为16.46%、9.9%和-1.19%。

新旧重疾险切换刺激增长

相较前两月14.49%的水平，今年一季度

人身险保费增速有所放缓。

具体而言，人身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1.5万亿元，同比增加1292.31亿元，增长

9.41%。对此，郭振华分析称，前两月新旧重疾

险切换，带来了人身险保费的爆发性增长。

而首都经贸大学保险系副主任李文中亦

指出，首先，年初保险公司的“开门红”促销让

保险收入相对有较快增长；其次，由于亲友团

聚和手中资金相对充裕等因素的影响，春节

前后一直都是一年中人身保险需求较旺盛的

时段。

分业务来看，占人身险业务保费收入比

例77.44%的“顶梁柱”寿险业务，一季度原保

险保费收入1.16万亿元，增加837.76亿元，增

长7.76%。与此同时，健康险、意外险业务收入

分别为3065.95亿元、324.31亿元，增速分别为

16.1%和9.95%，在人身险业务中占比分别为

20.4%、2.16%。

行业数据指出，人身险公司新单原保险

保费收入6352.74亿元，同比增长12.68%，在

人身险公司业务收入中占比44.78%。新单期

交业务收入2913.64亿元，增长22.8%，占新单

业务的45.86%。

“人身险新单保费快速增长说明有很多

新需求出现。”李文中分析称，这可能是因为

新冠肺炎疫情客观上对民众进行了风险教

育，刺激了人身保险的需求；也可能是疫情得

到有效控制后抑制需求释放的继续。

同时李文中表示，前两个月股市有过快

速上攻，当时市场一片看多，也会刺激投资理

财类人身保险产品的需求；此外，新重疾表的

启用和对短期健康险的规范政策发布等都会

刺激健康险新单业务的发展。

财产险承保利润增速分化

保费方面，一季度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

收入1870.51亿元，同比增加24.48亿元，增长

1.33%，增幅同比上升5.03个百分点。

其中，机动车辆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

1127.11亿元，同比下降7.36%，产险业务占比

60.26%。保证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105.62亿

元，同比下降24.43%，产险业务占比5.65%，为

一季度产险保费拖后腿的主要因素。

除了这两险种原保险保费收入下降外，

其余财险险种保费均同比上升，其中企财险、

货运险、责任险、农险、信用保险原保险保费

收入增速分别为23.02%、16.42%、32.72%、

41.83%、58.04%。

而从承保利润角度来看，仅信用保险、农

险业务承保利润为负值，且二者承保利润率

亦均为负值。

同时，各险种承保利润增速分化，除了企

财险、保证保险和特殊风险保险承保利润分

别同比上升12.33%、131.44%和26.3%外，其

余险种承保利润均持平或者下降。其中，保

证保险承保利润扭亏为盈，而车险、信用保

险承保利润增速大拖后腿，分别同比下降

72.31%和667.07%，信用保险业务承保利润

转盈为亏。

李文中分析称，信用保险业务承保利润

同比下降较大，应当与出口信用保险有关，这

主要是国外疫情继续恶化，以及中美关系对

国际经贸环境影响造成出口贸易收款风险加

大；车险业务利润下降是受车险综合改革影

响，完全符合预期。

同时李文中指出，保证保险同比出现增

长，说明监管部门和保险公司采取的一系列

加强风险管控的措施已经取得成效；企财险

和特殊风险保险利润上升，一方面可能是因

为期间没有什么大的灾害事故发生，另一方

面也说明保险公司在这些业务经营管理上做

得不错。

郭振华则补充称，特殊风险保险有许多

承保业务类型较为特殊，包括一些大型项目，

市场竞争相对不那么激烈。

而对于财产险保费、利润未来走势，李文

中预测称：“有较大把握的是，保证保险和车险

应该会继续一季度的趋势。”同时他表示，信

用保险状况要看国外疫情控制情况和中美关

系的发展情况，企财险和特殊风险保险状况

则难以判断。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周菡怡

北京商报讯（记者 岳品瑜 廖蒙）“注销
校园贷”骗局层出不穷，引起广泛关注。4月

26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经央视报道，

“注销校园贷”这一骗局近期再次成为热点

话题，多地警方陆续针对这一骗局发布风

险提示。而这一骗局背后，各类网络贷款平

台也被指审核不严，所涉及的个人信息泄

露问题也不容忽视。

一名遭遇“注销校园贷”骗局的用户李

依（化名）告诉北京商报记者，2020年9月，

他接到一个自称“爱又米”平台客服打来

的电话，称按照监管要求特意联系他为其

提供账户注销服务。而操作这一注销流

程，需要添加李依QQ好友后方可进行。

半信半疑的李依提供了自己的QQ号

码，双方添加了好友。但在挂断电话后，李

依迅速在网上查询了“爱又米”平台的相关

信息，发现该平台在2019年底便处于停摆

状态，同时也了解到了这一骗局。

在李依查找信息的过程中，对方多次

通过QQ拨打视频电话，最后再次拨打电话

催促李依，称主要是为了做人脸识别，核对

信息真实性。在李依戳破这一谎言后，对方

迅速挂断了电话。

据央视报道，“注销校园贷”骗局中诈骗

分子冒充平台客服，准确提供受害用户的姓

名、毕业院校、注册时间等信息，以“影响个人

征信”为由引起受骗用户的关注，除了自有资

金受到侵害外，诈骗分子还不断诱导受骗用

户在各类网贷平台贷款，最终转账至诈骗分

子指定的账户。

不少在校生甚至已经毕业几年的人纷

纷中招，被骗金额少则几百元多则几十万

元。其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受骗用户在5小

时内累计被骗近60万元。而据国家反诈中

心统计，从2020年到现在，“注销校园贷”骗

局共发生了5.1万起，损失金额26.5亿元。

“注销校园贷”骗局早已出现，根据360

数科反诈实验室发布的数据，2019年暑假

期间是这一骗局的高发期，在2020年疫情

期间呈上升态势。在受骗用户中，上班族占

比约为53%，学生党占比约为37%，70%的

被骗用户为大学毕业生，最长毕业时间为五

年，也是第一批尝鲜网络借贷的用户群体。

除了承担巨额的本金损失外，受害用

户还需要向贷款平台支付贷款利息，这也

造成了用户与平台之间的纠纷。多名受害

人质疑平台审核不严，在用户提出申请后

便能大额放款，对于贷款实际用途未进行

二次审核。

金融科技专家苏筱芮表示，当前，“放

款快”也是不少贷款平台的宣传要点，但在

交易过程中，贷款平台需要对用户的实际

资金使用方式做出甄别，明确告知用户借

款资金必须拥有合理用途，并及时提醒各

类贷款骗局存在的风险，对于放款后向陌

生人转账、代他人借款等行为也应该予以

提醒。

骗局愈演愈烈，多个贷款平台也由此

发布公告，提示用户防范这一骗局。近期，

宁夏、江西等多地警方陆续发布风险提示。

而早在4月1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便

曾就这一骗局发布2021年第1号预警。

普通用户如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苏筱芮强调，要避免和非正规金融机构打

交道，在日常生活中注重保护自己的隐私

信息；在接到陌生电话时不要惊慌，切勿

轻信陌生人，涉及到转账等敏感操作时更

需“缓一缓”；遇到这类涉及钱款的问题，

多通过网络搜索来核验信息或与身边其

他朋友沟通来核验信息的真实性，避免

“忙中出乱”。

对于金融类App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行为，

监管正持续亮剑。近日，工信部通报了最新一批

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App名单，其中，包括畅

捷通、广州农商行、广东南粤银行、微众银行等

多家涉及金融类App被点名存在侵害用户权

益且未及时完成整改。工信部强调，违规机构应

在4月29日前完成整改落实。

据工信部官网通报，按照《关于开展纵深推

进App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

（工信部信管函〔2020〕164号）工作部署，工信

部近期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手机应用软件进

行检查，截至目前，尚有93款App未完成整改；

另据广东省通信管理局检查发现，仍有45款

App未完成整改。

从工信部披露的违规企业名单来看，大多

为游戏类、工具类App，不过也有数家金融类

App被点名。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93款未完

成整改名单中，由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开发的“好生意”App名列其中。另在45款未

完成整改App中，广州农商行开发的“珠江直

销银行”App，被点名存在违规收集个人信息；

广东南粤银行开发的App，存在违规收集个人

信息，App强制、频繁、过度索取权限情形；而微

众银行开发的“微众企业爱普”，也存在“违规收

集个人信息、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问题。

对于前述违规App，工信部也下了“最后

通牒”，强调机构应在4月29日前完成整改落实

工作。逾期不整改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依法依

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工作。

就最新整改情况，北京商报记者对前述企

业一一进行了采访。其中，微众银行回应称，获

悉广东省通信管理局提出的整改意见后，微众

银行第一时间与相关部门进行情况了解和紧急

沟通，并对存在问题立即进行了认真整改，微众

银行将依法合规坚决、用心维护用户个人信息

安全及其合法权益；此外，广东南粤银行亦回应

称，目前该行已经按照工信部要求进行整改，新

的App版本已经上架，用户可以更新下载新的

App版本。

不过，关于广州农商行、畅捷通App整改情

况，截至发稿，北京商报记者未收到进一步回应。

针对金融App违规收集个人信息且部分

“整而未改”等问题，金融科技专家苏筱芮告诉

北京商报记者，一方面，主要是因部分机构合

规意识淡薄，尚未建立起个人信息保护、数据

安全相关的专业技术团队；另一方面，部分机

构在个人信息保护的工作方面水平低下，对整

改内容理解不透彻、不到位，因此影响到后续

的整改效果。

App侵害用户权益问题由来已久，其中，金

融类App安全问题尤引业内关注。一知情人士

向北京商报记者说道：“金融理财借贷类用户价

值比较高，用户的个人信息也成为平台进行客

户运营或者风控的依据，因此，平台会倾向于尽

可能收集个人信息，甚至出现过度收集的情况。”

事实上，根据北京商报记者多期评测以及

相关部门通报来看，目前，确实有不少机构脚踩

红线，其中一大痼疾就是违规收集个人信息。

例如，用户在金融App上申请信贷的过程

中，就不乏有超范围收集信息的情况，甚至通过捆

绑概括、捆绑式授权勾选，违规向第三方共享用户

个人信息；此外，还有在用户明确表示不同意收集

某类个人信息的情况下，仍有App通过其他途径

违规收集，或干扰用户正常使用的情况。

此外，前述知情人士也提到，目前，金融领

域信息安全、隐私保护领域仍存乱象，例如违规

收集与使用信息，强制、频繁、过度索取用户权

限，超范围收集信息，欺骗误导用户主体下载

App等。尽管金融机构保护个人信息的意识正

在逐渐增强，但仍存在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未

按规定使用和储存个人信息等问题。

为何金融App规范个人信息收集如此之

难？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亚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目前，侵犯用户个人信息保护权益

且不完成整改，很大程度是由于违规成本比不

上违规产生的收益，许多平台正是基于其过度

收集的个人信息来进行用户画像和精准营销，

用这种运营方式获利，相关机构在接受‘重击’

之前自然不肯轻易放弃。”

针对个人金融信息收集成为金融机构违规

高发区问题，苏宁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研究中

心主任孙扬同样称，一是因为侵害用户权益获

得用户数据可以用于营销，金融机构不愿放弃

这个营销数据来源；二是机构很多贷款风控决

策可能与这些数据相关，如果获取不到这些数

据，将影响风控决策；三是也不乏有机构目前还

不具备专业人才来根据法律规定，有效进行全

行的数据治理。

不过，随着金融App治理逐步进入深水区，

在多方监管加码及法律武器的有力震慑下，后

续金融违规收集信息的乱象有望进一步改善。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后续又该如何整治顽疾？

李亚称，金融机构应当充分重视个人信息

保护和数据规范使用，在制度制定、规范执行和

自我监督等多层面进行落实，严格遵守“权责一

致、目的明确、选择同意、最少够用、公开透明、

确保安全、主体参与”的安全基本原则。

苏筱芮则指出，个人信息保护的工作完善

流程并非一蹴而就，各金融机构及其合作伙伴

应该从数据的采集、存储、加工、传输、披露等

环节规范用户个人信息管理，例如采集前需征

求用户同意，必要时应采取去标识化原则等，

通过制度及流程的梳理来加强内部管控，对于

其中的不规范信息管理行为及时纠偏。此外，

相关法律法规的审核修订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

程，机构需要保持对监管要求的最新关注与跟

进，安排专人开展研究并及时做出业务方面的

合规调整。 北京商报记者 岳品瑜刘四红

重重变数下，一季度保险业迎来了柳暗花明。4月26日，北京商报记者独家获取的一份行业交流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保险

业净利润同比大增近四成，突破千亿元台阶，且各个业务板块净利润均获得不同程度的大涨。业内人士认为，投资端的创收是

一季度净利润“跳高”的头号功臣；而负债端人身险、财产险业务的大幅变动，则受到了新旧重疾险切换、车险综改以及国际贸

易环境震荡等因素影响。

产险 195.2亿元 同比▲29.03%

人身险 788.08亿元 同比▲38.35%

再保险 18.72亿元 同比▲1044.95%

保险资管公司 31.06亿元 同比▲23.84%

一季度保险业净利润1143亿元，同比增39.31%

人身险业务

原保险保费收入

1.5万亿元， 同比

增加1292.31亿

元，增长9.41%

健康险业务

收入为3065.95亿元、 增速16.1%，
在人身险业务中占比20.4%

意外险业务

收入324.31亿元，增速9.95%，
在人身险业务中占比2.16%

寿险业务

收入1.16万亿元，增长7.76%，
在人身险业务中占比77.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