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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保险周刊

增收不增利 非上市财险公司这半年

北京商报2022.8.12

在一定程度上，代理人是寿险业发展

的基石。自1992年引入代理人模式以来，

这一模式带动国内寿险业高速发展30年，

但随着消费观念改变、人口红利渐退，个险

渠道已经走入转型的深水区。

而在寿险业大变革进程中，泰康显然

更早认识到了这一点，主动适应长寿时代

人们对健康和财富的需求，通过精英队伍

培养计划，着手培养一支跨保险、健康养

老、财富管理三大领域的综合性经营队

伍———健康财富规划师（HWP）。

行业变革催生HWP精英队伍

银保监会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末保

险代理人数量为690万，相距2019年代理

人的巅峰数量973万减少了283万，今年上

半年，保险代理人仍在流失。

保险代理人数量急速下滑告诉行业，

传统的“人海战术”已经难以为继，在当前

的经济与行业新局面下，保险业已然走进

了高质量赛道，保险代理人已经从拼量走

向了拼质的时代。如何打造一支与市场发

展相匹配的队伍，是如今保险业需要探索

的课题。

实际上，自2017年泰康就开始有意识

地重点组建高素质代理人队伍，2017年，

泰康集团携手武汉大学落地认证HWP培

训。2018年，HWP项目正式启航。据泰康保

险集团执行副总裁兼泰康人寿总裁程康平

透露，HWP项目自2018年10月正式启动

以来，机构布局已超过30家，今年布局规模

预计将达到50家，如今，项目能力已突破

万人平台，累计保费贡献80亿元，以6%的

能力贡献了超过30%的保费。

经过五年的探索，如今的HWP已经成

为一支年轻化，具有高学历、高素质、高绩

优的绩效团队。

源于保险，但不仅限于保险

泰康保险集团联合第三方调研机构益

普索（Ipsos）发布的《保险合伙人白皮书》

显示，2021年寿险行业原始保费较前一年

下跌1.7%，代理人数量在一年内锐减252

万人。

在代理人持续减少的背景下，中国

MDRT的会员数量出现逆势增长，从2020

年的9848人增长至2021年的13200人，而

且，绩优代理人信心指数达到83%，远高于

益普索集团持续跟踪的中国就业信心指数

（2022年4月就业信心指数为64%）。

这代表着，市场中的保险需求并未减

少，消费者需要的是满足诉求的产品和优

秀代理人，近些年，行业内头部寿险公司均

在加码绩优代理人团队的打造。从行业背

景来看，经济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化，在需求

端引发了保险消费的全面升级，更多具有

高学识的家庭和个人在资产配置中主动寻

求保险，保险营销人才的专业化、职业化乃

至精英化转变，也是必然趋势。

实际上，泰康打造的HWP队伍，早已不

再是单一保险产品的销售，从摇篮到天堂，

从个人到家庭再到家族，HWP提供的是全

生命周期的服务，解决人们的生老病死。

HWP已经从单纯代理人转为全能型

职业经理人，健康财富规划师横跨医养、健

康和财富管理三大领域，既是全科医生，同

时是理财专家，还是客户身边的全能保险

顾问。实现寿险、金融和实体服务相结合，

从传统保险产品的销售者向高净值客户健

康和财富管理规划者的转变，积极顺应时

代潮流和客户需求的变化。

在HWP培养过程中，泰康针对HWP

建立了完善的发展路径和晋升通道。HWP

拥有六大专属特权，尽享公司顶配资源：制

度保障的专属基本法；高额的专属财务支

持；助力发展的专属培训；专属奖学金；三

位一体专属职场；最高规格的专属特权。

定义HWP职业技能标准

泰康近日召开的HWP品牌盛典上，堪

称“HWP教育纲领”的《健康财富规划师职

业技能标准》也正式发布。

该标准明确了HWP的目标是培养高

素质的技术型人才，对业务领域、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技能要求、知识要求等分等级做

出了明确规定。同时结合企业用人实际，融

入了客观规范的从业要求和资格标准。

程康平表示，HWP职业技能标准参

照国家职业标准制定，全面覆盖养老、医

疗、保险、资产管理、法律等多个领域，将成

为未来HWP职业教育的基石，堪称HWP

教育的“基本法”，将推动HWP职业建设进

入专业化、职业化、标准化的新阶段。

而泰康打造的大健康产业生态体系，

更是与HWP形成了完美闭环。泰康已连续

五年进入世界500强，8月3日，2022年《财

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正式发布，泰康保险

集团以406.077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位列榜

单第346名。泰康在大健康领域已深耕了十

余年，养老社区已实现了26城29家联动，五

大医学中心已完成布局，大健康中心即将

完成330城联动，这些都为泰康的超体模式

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撑。而HWP创新了新

的销售方式，超级体验式销售，这就构造了

一个完美的逻辑。

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

陈东升透露，目前，泰康正在制订未来五年

发展的计划和纲要，致力于让泰康人寿成

为中国保险市场上最大的绩优、最大高客

的一家创新型的人寿保险公司。

图片来源：企业供图

连续五年入围《财富》世界500强，泰康的“王牌”是什么

随着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相继披露，

上半年非上市财险公司的整体业绩也随之

出炉。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上半

年，76家非上市财险公司实现净利润60.03

亿元，56家实现盈利，20家出现亏损。从可

对比去年同期业绩的72家公司来看，与净

利润收入同比下滑约10%不同的是，上半

年保险业务收入增势“喜人”。

对于利润未能与保险业务收入同步增长

的原因，分析人士指出，上半年在疫情和国际

局势的双重影响下，资本市场表现不佳。而各

家财险公司对投资收益过度“倚重”，与上半年

净利润缩水这一情况难脱干系。

净利润盈亏分化

数量庞大的非上市险企业绩似乎更能

体现出“人间百态”。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

环境等因素，非上市财险公司上半年业绩

答卷迎来了更多的目光。

据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76家非上

市财险公司在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60.3

亿元。具体来看，大多数财险公司在上半年

耕耘中迎来“收获”，在净利润上体现为，实

现净利润正增长的有56家财险公司，占比

超七成。另有20家公司出现亏损。

虽然超七成公司普遍盈利，但从整体

来看，净利润规模差距较为明显。比如国寿

财险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1.77亿元，阳光财

险同样超过10亿元位居排行榜次席，但大

部分财险公司净利润集中在1亿元以下，英

大泰和财险、鼎和财险和中华联合财险分

列非上市财险公司净利润排行榜第三到第

五名。两家以农险为特色的财险公司也进

入了净利润榜单的前十名，国元农险和中

原农险分别实现净利润2.9亿元、1.66亿元。

从盈利角度而言，综合成本率这一保

险公司用来核算经营成本的核心数据不可

忽视。包含公司运营、赔付等各项支出。综

合成本率越低说明产险公司盈利能力越

强。综合成本率为100%时，即代表收支相

等，无承保盈利，亦无承保亏损。

从行业整体综合成本率来看，财产险

公司经营情况在改善。数据显示，上半年，

财险行业综合成本率为97.3%，虽然同比

下降2.3个百分点，但承保效益显著改善。

那么，抛开上市财险公司，非上市财险公司

综合成本率几何？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

虽然非上市财险公司的综合成本率均值接

近于97.3%这一行业均值，但一些公司的

表现“差强人意”。在70家公布综合成本率

的非上市财险公司中，44家险企综合成本

率都高于100%，占比超过六成。

另外，有26家公司的综合成本率在

100%以下，占比不到四成，即承保利润为

正。都邦保险等财险公司为应对综合成本

率的下降，给出“解题思路”。比如都邦保险

在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中指出，在承保一

端，提高成本控制和车险精细化管理，认真

梳理各项成本管控流程，制定和实施相关

管控措施，降低综合成本率，尽快扭转承保

较大幅度亏损的局面。

一位财险领域专家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

指出，控费能力是影响行业利润增长原因之

一，也可能会成为未来财产险公司竞争力的

博弈点。此外，保险公司重视规模、放松质量要

求可能也已经对承保利润产生了一定影响。

对于下半年财险市场盈利的展望，首

都经贸大学保险系副主任李文中表示，政

府的一系列鼓励扶持消费政策将会进一步

发挥作用，这有利于财险公司在负债端继

续增长。

投资收益“拖后腿”

投资收益不佳或已成为“拖累”非上市

财险公司上半年净利润的关键因素之一。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共有73家非

上市财险公司在偿付能力报告中披露了二

季度投资收益率情况。其中，66家非上市财

险公司综合投资收益率为正，占比约为九

成，其中，利宝保险、广东能源、国元农险3

家公司综合投资收益率排名前三，均超

3%，分别为4.08%、3.92%、3.16%。不过，综

合投资收益率在1%-3%之间的非上市财

险公司为大头，有47家险企。

还有一些险企的投资收益率虽然转

正，但仍在低位徘徊。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

现，包括国泰财险、安诚财险、泰山财险在

内的16家险企综合投资收益率低于1%。

“上半年在疫情和国际局势的双重影

响下资本市场表现不佳，使财险公司在资

产端投资收益下滑。”李文中分析指出。北

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今年一季度，资本市场

波动较大，险资投资收益表现普遍不佳，从

而拖累险企净利润大幅下滑。对于财险公

司在投资端的压力，李文中分析指出，主要

包括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了经济运行和

资本市场的表现；国际局势的不确性增加，

抑制了投资意愿。

今年一季度，全球资本市场经历了大

幅波动，股市总体收跌，主要经济体市场利

率快速上行。受多种因素影响，保险资金投

资收益承压。随着二季度资本市场回暖，险

企投资收益已有回升态势。从70余家财产

险公司偿付能力报告中摘要中披露的数据

来看，有66家险企二季度综合投资收益率

为正，仅7家险企成绩为负数。

对于这一“极端天气”下半年是否还会

笼罩的问题，在李文中看来，短期内上述两

方面都难有大的改变，因此下半年财险公

司在资产端的压力还会比较大。

马太效应仍“抢眼”

如今，财险板块正逐渐摆脱车险综改

影响，保费规模有一扫先前不振之势。

与2021年同期对比，72家非上市财险

公司上半年的保险业务收入为2658.5亿

元，同比增速为7.86%。从同比增速来看，有

46家非上市财险公司保险业务收入出现了

不同程度上涨，保险业务收入出现了不同

程度下滑的公司则为26家，占比约为36%。

对于今年上半年非上市财险公司的保

费收入表现，业内人士一致认为表现不俗。

李文中表示，上半年财险公司在负债端保费

收入取得较快增长，在疫情的冲击之下能够

这样实属不易。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

院副秘书长宋占军也表示，在疫情波动、财

产保险市场马太效应日益明显的背景下，非

上市财险公司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速反映了

财产保险市场恢复调整势头良好。

不过，对比行业数据不难发现，保险业

务收入仍集中于头部上市财险公司。据此

前银保监会披露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财

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8034亿元，较

2021年同期的7343亿元增长9.41%，高于

去年同期1.75%的保费增速。

近年来，马太效应似乎成了形容保险

市场格局的常用词，这种强者越强、弱者越

弱的两极分化现象不断凸显，从今年上半

年来看，虽然非上市财险公司保险业务收

入规模相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却仍低于

行业的整体表现。

不仅非上市财险公司与上市财险公司

的差距仍然较大，随着车险费率市场化竞

争趋于白热化和争相涌入非车险市场赛

道，马太效应也出现在了非上市财险公司

之间的较量上。具体来看，太平科技、富德

产险、新疆前海联合财险3家险企的保险业

务收入齐遭腰斩，分别同比下滑56.06%、

55.57%、54.7%。此外，安心财险保险业务

收入更是出现了“负值”，为-0.16亿元。北

京商报记者就保险业务下滑等问题致函采

访上述4家公司，截至发稿，4家公司均未进

行相关回复。

对于有险企出现保险业务收入腰斩的

或者为负的影响因素，在宋占军分析看来，

部分公司出现业务大幅下降，一般而言，可

能受到保险公司业务转型、新业务拓展受

限等因素影响。

结合近期银保监会对财产保险公司短

期健康险业务的整顿，下半年财险板块市

场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宋占军表示，在各地

区加大汽车消费的情况下，车险业务有望

拉动行业增长，非车险业务在意健险模块

将进一步发力。预期将有更多中小保险公

司主动探索非车险业务转型，在企财险、责

任险方面探索新业务模式。

北京商报记者陈婷婷胡永新

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和新冠疫情给

保险业带来了挑战，无论是投资还是代理

人线下展业都受到了一定影响，多重因素

之下，寿险公司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8月8日，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目前

已有61家非上市寿险公司发布了今年二

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整体来看，61家公司

合计实现净利润44.4亿元，同比减少86%，

其中，29家公司实现盈利，32家公司出现

亏损，亏损的公司已经超过半数。

对于上半年寿险业的颓势，首都经贸

大学保险系副主任李文中分析，从大环境

来看，一方面，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受新冠

疫情和国际形势的影响较大，影响了寿险

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寿险业本身仍处于艰

难转型之中，部分公司又重新“追求”规模，

这也影响到寿险公司利润的实现。

具体到公司角度，上半年泰康人寿盈

利规模最大，净利润达到61.55亿元，阳光

人寿的净利润也接近30亿元，两家公司远

高于同业其他公司。

一些外资、合资保险公司也有较为强

势的市场表现。上半年29家盈利的非上市

寿险公司中，就包括13家合资保险公司，

数量接近一半。李文中表示，这主要得益于

合资公司与外资公司在国内发展比较稳

健，主要以高质量的个险长期业务为主，抵

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更强。

但仍有32家非上市寿险公司未能盈

利，其中有20家公司亏损额超1亿元，相较

2021年同期，盈利的公司在减少。

自偿二代二期工程落地后，保险公司

在偿付能力报告中增加了投资收益情况的

披露。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上半年，

非上市寿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大多在3%

以下，仅有利安人寿等4家公司的投资收

益率超过了3%。从去年全年的投资情况来

看，多数寿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均能达到

4%以上，更有甚者能超过7%。

上半年险企投资收益率下滑背后是权

益市场的剧烈波动，今年上半年，尤其是一

季度，上证指数一度跌破3000点，险企的

投资收益出现了大面积浮亏。

对于下半年投资收益是否有望回暖，

李文中认为，还是需要谨慎对待，考虑到疫

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国内外环境，下半年

保险投资形势或难以出现大的改观。

银保监会公开披露的数据显示，2022

年上半年全行业原保费收入28481.4亿元，

同比增长5.1%，其中人身险公司原保费收

入20447.83亿元，同比增长3.5%。

除去未披露保费收入的国民养老保险

公司，60家寿险公司合计实现保费收入

6409亿元，泰康人寿与中邮人寿的保费贡

献位居前两位，分别为970.8亿元和659.3亿

元，另有15家公司保费规模突破百亿元。

从保费增速来看，上半年60家非上市寿

险公司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3.5%，增速远高

于行业平均水平，也高于同期的上市险企。

缘何非上市险企保费增速会优于头部上市

险企？李文中表示，非上市险企相较上市险

企调整业务发展方面更容易、更灵活，业务

发展过程中对外部环境的适应性更强。

在偿付能力方面，相较于今年一季度，

二季度有37家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下

滑，35家公司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下滑。如

果仅以核心、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作为评

价指标，61家寿险公司全部满足综合偿付

能力充足率大于等于100%、核心综合偿付

能力充足率大于等于50%的监管要求。

北京商报记者陈婷婷李秀梅

61家非上市寿险公司盈利缩水超八成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