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离缪建民告别老东家，履新招商局后两月之久，中国人保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新掌门人。9

月8日，北京商报记者从业内获悉，中国太平党委书记、董事长罗熹将接下中国人保“帅印”，出任

党委书记以及董事长一职。自此，中国人保正式配齐了董事长和总裁搭档，开启“罗王配”时代。

新掌门就位 中国人保能否打开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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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大增 汇安基金仍存“迷你”考题 北京银保监局发布消费风险提示
警惕保险直播营销四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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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太平人”齐聚人保

今年7月10日，中国人保原董事长缪建民

调任招商局董事长。此后，中国人保董事长一

职一直空缺。如今时隔两月，中国人保终于等

来新掌门。

资料显示，罗熹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

究生部，系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出口信用保

险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

行长助理，华润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等职。

2018年9月，罗熹接替王滨出任中国太平保

险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不过，在今年3月，太平

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罗熹卸任法定

代表人，程永红接任。彼时，公司回应称，太平人

寿公司管理层的变更是正常的公司经营变动，主

要为调整优化内部公司治理的一次尝试。

除了掌门人更迭外，有着共和国“保险长

子”之称的中国人保在半年内总裁也现变更。

今年4月，中国信保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

经理王廷科转会至中国人保任党委副书记、

总裁。而在出任中国信保党委副书记、副董事

长之前，王廷科曾任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副总

经理、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随着罗熹执掌“帅印”，至此，中国人保新

一届领导班子成员浮出水面：党委书记罗熹、

总裁王廷科、副总裁谢一群、副总裁李祝用、

副总裁肖建友、副总裁于泽等。

新征程挑战犹存

“罗王配”时代下，中国人保新征程值得

期待。但对于新任掌门人罗熹而言，挑战已然

存在。首先是支柱业务财险板块。2020年可谓

是人保财险的“水逆”之年，先是遭遇近八年

“最差”开局，而后旗下多家分支机构频收罚

单。另外，今年以来，人保财险频被信保业务

推上热搜，先后卷入23亿元服务费纠纷、关停

助贷险部门风波。而今年上半年，人保财险信

保保费收入为43.18亿元，同比下降59%，承保

亏损逾29.5亿元。

在中国人保召开的2020年上半年中期业

绩发布会上，人保财险副总裁沈东直言，预计

全年信保保费将继续出现负增长，下半年仍

然难以扭转亏损态势，但整体亏损幅度相比

上半年将明显收窄。

国盛证券分析师马婷婷认为，虽然人保财

险信保业务赔付明显增加，但风险敞口预计逐

步缩窄，同时，车险、货运等险种疫情期间出险

明显下降。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将人保财险频

繁“踩雷”信保业务与保险公司自身风控意识

和风控能力不足有关。而除了人保财险外，还

有媒体报道称，人保资产“踩雷”方正债券，旗

下多只基金饱受牵连，甚至遭遇清盘。

此外，作为财险业当之无愧的“老大哥”，

2019年人保财险在财产保险市场的占有率达

到33.2%，同比提升0.2个百分点。但拉长时间

线来看，五年前，即2014年，人保财险的市场

占有率为33.5%，2009年更是高达39.92%。不

难看出，在保险行业竞争激烈的当下，无数

“追兵”正奋力瓜分“大哥”的“蛋糕”。

人保财险屡上罚单榜，人保寿险更是“拿

下”了银保监会2020年的首张罚单。今年3月，

因存在欺骗投保人、未按规定使用经备案保

险费率、提供及编制虚假报告资料等违规行

为，人保寿险总公司、6家电销中心及15名相

关责任人共计被罚款338万元，成为银保监会

成立以来给保险机构开出的最大罚单。

“3411”工程下半场

但对于中国人保而言，最为外界关注的

其实是新任掌门人到岗之后，中国人保

“3411”工程将行至何方？

此前，前董事长缪建民于2018年6月提出

了“3411”战略转型工程：其中“3”，是指财、

寿、健康险三家子公司转型，“4”指创新驱动

发展、数字化、一体化、国际化四大战略，两个

“1”分别指打好一场中心城市攻坚战和守住

一条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随着缪建民的离任，这一工程的“下半

场”将如何推进？会不会进行调整？针对这一

公众关心的问题，中国人保集团副董事长、

总裁王廷科表示：“下一步，公司不仅不会动

摇，而且要加快、加强、加力推进‘3411’向纵

深发展。”

王廷科指出，要根据当前面临的形势，突

出加快“3411”工程中的科技赋能、商业模式

变革、数字化转型等工作，进一步抓好、抓实、

抓紧一些“牛鼻子”性的工作，推动“3411”工

程取得更好的成效。

那么，随着掌舵人的到岗，新领导班子的

搭建，“3411”工程将继续前行还是“转舵”行

驶？对此，北京商报记者采访该公司，但截至

发稿，该公司未回复。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刘宇阳

新总经理走马上任

时隔10个月后，汇安基金迎来了第二任总

经理。9月5日，汇安基金发布公告称，任命刘强

为总经理。公开数据显示，作为公司的首批股东

和高管，刘强具有五年证券、基金行业从业经

验，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经济学学士。

工作履历方面，刘强历任阿尔卡特深圳公

司财务总监、霍尼韦尔深圳公司财务总监、阿特

维斯（中国）财务及信息技术总监、北京刚正国

际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2016年4月加入汇

安基金，履新总经理前，刘强曾任汇安基金副总

经理。另据天眼查数据显示，刘强持有汇安基金

4.5%的股份，与郭兆强并列公司第五大股东。

事实上，刘强加入汇安基金的时间，也是汇

安基金正式获批之时。那么，作为公司的元老级

人物，新上任的刘强未来将如何带领公司发展？

汇安基金相关负责人9月7日回应北京商报记

者称，公司发展势头良好，业务正常。拟从几个

方面推动进一步向好：严守合规风控底线，严防

业务风险；加强投资研究能力，做好投资业绩；

搞好团队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增强凝聚力和

创业精神。

规模大增背后问题多

与传统的基金公司背靠券商、银行等上市

公司不同，个人系公募最大的凭靠就是股东自

身。而由多位资深人士共同打造的汇安基金，在

2016年成立之初就披荆斩棘，频发新品，规模

也实现迅速提升。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规模快

速扩张的背后，汇安基金也面临着迷你产品众

多、部分基金濒临清盘的窘境。

Wind数据显示，截至二季度末，汇安基金

旗下数据可统计的基金产品合计36只（份额合

并计算，下同），其中，有8只非发起式基金的规

模低于5000万元的清盘线，占比22.22%。而从

同期全市场的角度计算，这一比例则仅为7%。

另外，汇安嘉盛纯债基金还一度因连续多个工

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不足5000万元，以及持有人

数量不满200人，在年内先后4次发布可能触发

基金合同终止情形的提示性公告。

据某中型公募内部人士介绍，迷你基金多

源于一些中小型基金公司在基金发行阶段，由

于发行不力而采用的“保成立策略”导致的。另

外，部分长期业绩表现平平，且缺乏持续营销的

基金产品，或也可能出现持续缩水、规模迷你的

情况。

就迷你基金数量较多的情况，汇安基金回

应表示，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致力于布局丰富

的产品线，拥有多个业内经验丰富的固收、权

益、量化等投资团队，不会过度追求产品的规模

增长，而是本着投资者利益为先的原则，切实保

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以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

好基金产品。同时，公司目前以布局风格和策略

为主，规模小但都是种子产品。

沪上一位市场分析人士直言，根据此前监

管要求，迷你基金数量众多或会影响公司后续

产品的审批和发行。从消除影响的角度看，基金

公司可以尝试针对“无力回天”的产品进行清

盘，而有营销可能的产品则可以发力扩大规模。

超六成权益产品“掉队”

值得一提的是，除迷你基金占比较高外，在

年内业绩方面，汇安基金旗下数量众多的权益

类产品，尤其是主动权益类产品，也并未展现出

较好的业绩表现。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7日，

今年以来，汇安基金旗下成立于2020年之前的

33只主动权益类基金（份额分开计算，下同）中，

以投资类型二级分类计算，年内净值增长率跑

赢同类平均表现的仅有11只，跑输的则多达22

只，占比66.67%。

对于净值出现明显波动的情况，汇安基金

回应表示，根据汇安资产轮动灵活配置混合

2020年中期报告显示，年初观察到国内工业生

产比较强，固定资产投资企稳，认为经济有见底

的可能，于是该基金主要配置了大金融、地产、

建材及包括传媒游戏、新能源汽车、科技、医疗

器械等行业的成长股。但上半年经济的回升被

疫情打断，资本市场也经历了大幅波动。公司认

为疫情只是暂时性地影响了经济和市场的走

势，并不改变经济自身的周期运行，以及市场的

牛熊更迭。

不同于权益类产品，汇安基金旗下的固收

类产品虽然数量相对较少，但在业绩上仍然可

圈可点。公开数据显示，截至9月7日，16只债券

型基金（不包括债券指数基金）中，有11只产品

的年内收益超越同类平均，最为突出的汇安嘉

诚债券A净值增长率达到4.63%，跑赢同类平均

约2.92个百分点。

“在大资管时代背景下，公募基金行业本身

就在权益方面具备一定优势，从长远来看，均衡

发展权益和固收领域，应该是各家机构都要达

到的状态”，北京某公募从业人士如是说道。不

过，该从业人士也指出，对于成立时间尚短的中

小型基金公司，“偏科”或也是受股东情况、人才

资源、发展方向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在有相关背

景支持的情况下，基金公司通常会选择更易发

展的方向来保证生存。在有余力的同时，再延伸

至其他领域。

前述市场分析人士则表示，对于基金公司

而言，权益类产品的发展也需要前期大量的投

入，而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即先把业绩做

出来并且保持住，积攒口碑后才能有明显的变

化。另外，如果从辩证的角度看待，那么“偏科”

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标签，如果基金公司能在偏

向的那一部分领域具备优势，或能提供特色的

服务，则发展前期“偏科”也不是件坏事。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刘宇阳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陈婷婷 周菡怡）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网络营

销逐渐成为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抢滩”保险直播行业。很多业内外人

士也纷纷涉足短视频直播平台。然而，保

险直播营销乱象重重，很多非专业人士

主播对保险知识一知半解，9月8日，北京

银保监局发布消费风险提示，为了博眼

球、炒噱头，营销过程中潜藏了四大风

险，直接损害到消费者利益。

风险一是无资质机构“鱼目混珠”。

一些科技公司、咨询公司、文化传媒公司

等业外机构在未取得保险中介从业资格

的情况下，擅自开设短视频直播平台账

号进行直播营销。比如有主播在直播时

建议消费者向其进行付费咨询，一对一

地定制个性化保险方案，套餐价格在9.9

元、19.9元、68元不等，有的甚至上千元。

风险二是非专业人士“滥竽充数”。

一是一些不具备专业素养的人在抖音、

快手等短视频直播平台开设账号，包装

成“保险专家”“理财专家”来指导消费者

购买保险，比如告诉消费者“这样买不

对”，指出消费者购买的保险产品存在很

大缺陷，劝导消费者退保购买其他保险

产品，却隐瞒退保会带来损失的情况。二

是有的从业人员以专业人士自居来贬低

或诋毁其他保险公司或保险产品，比如

“带你认清某某网红保险产品的几大坑”

“小心某某重疾险的陷阱”，实际宣传的

目的主要是抹黑其他保险公司的保险产

品，诱导消费者购买其推荐的保险产品。

风险三是花式宣传令人“扑朔迷

离”。许多直播、短视频中只提到保险产

品的保障范围、分红收益等好的一面，保

险的除外责任、健康告知、分红收益的不

确定等却故意不告知。在直播中宣传保

险产品即将停售或限时销售，如使用“秒

杀”“全国疯抢”“限时限量”等用语诱导

消费者进行冲动消费。部分视频因为时

长限制删掉一些关键信息，如“首月2元，

最高600万元医疗保障”等，大搞噱头宣

传，故意隐瞒保费逐月递增的事实和产

品销售范围限制等。很多主播故意曲解

政策或产品条款，如宣称“过往病史不用

申报”“得了病也能买”“什么都能保”等，

给消费者理赔埋下隐患。

风险四是违规操作让人“应接不暇”。

一是很多直播存在违规承诺收益的问

题，比如混淆保险产品和其他银行理财

产品的区别，发布“保本保息”“保本高

收益”“复利滚存”等不实信息。二是不

少保险主播以打折、送红包、抽奖等方

式给予消费者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

益。三是借助热点事件炒作进行不当营

销，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宣传“感染

新冠肺炎一确诊即可全额赔付”等，故

意混淆不同险种之间的保障范围和理

赔条件的差异。

为正确认识保险直播营销中存在的

风险，明明白白买保险，北京银保监局提

示广大消费者，直播购买保险“三清楚”：

首先，清楚主播是否有资质。根据相关监

管规定，只有持牌保险机构的自营平台

可以从事互联网保险销售活动，第三方

网络平台经营开展上述保险业务，应取

得保险业务经营资格。消费者应通过保

险公司的正规渠道咨询或购买保险，防

止上当受骗。

其次，清楚宣传是否有陷阱。目前，

直播平台从业人员良莠不齐，夸大保险

责任、隐瞒保险合同重要内容等不实宣

传常常发生，抹黑保险公司或保险产品

诱导消费者“退旧保新”的情况也不时存

在。消费者应擦亮双眼，不盲目轻信宣传

中的那些“好”，也要用心甄别宣传中所

谓的“坑”。

最后，清楚自己是否有需求。购买保

险的前提是自己确实需要保险，不要因

为直播中宣传“停售”“打折”而冲动消

费。购买保险也可以“货比三家”，通过对

比不同保险公司保险产品的保障范围、

保费金额、保障期限等，选择最适合自己

的保险产品。

人保财险
信保业务
“水逆”

39.91%
33.5%
33.2%

今年上半年，人保财险信保保费收入为43.18亿元，同比下降59%，承保亏损逾29.5亿元

●卷入23亿元服务费纠纷 ●关停助贷险部门风波

● 因存在欺骗投保人、未按规定使用经备案保险费率、提供
及编制虚假报告资料等违规行为，人保寿险“拿下”银保

监会2020年首张罚单

随着公募基金行业逐步走向成熟，由专业人士发起设立的个人系公募队伍也日渐

壮大，而作为国内首家全自然人持股的个人系公募，汇安基金的一举一动自然备受市

场关注。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自2019年11月首任总经理秦军离任后，一直由董事长代

行职务的汇安基金，在时隔近10个月后，迎来了新一任总经理刘强。纵观汇安基金近年

来的发展，规模突飞猛进的同时，也存在迷你产品数量较多、主动权益类基金业绩普遍

跑输同类平均等问题。未来如何带领公司保持规模高速发展，又如何助推权益类产品

业绩提升，成为摆在刘强面前的新考题。

● 2009年

● 2014年

● 2019年

人保财险市场占有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