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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牌不断

支付行业涌现“出海热”。
最新动作来自PingPong，3月30日，北京

商报记者获悉，PingPong再次斩获一张牌
照， 获得在澳大利亚从事非现金支付和外汇
业务的相关许可资质。 截至目前，PingPong
已揽获澳大利亚ASIC颁发的AFSL、 加拿大
FINTRAC颁发的MSB、美国FinCEN颁发的
MSB、 美国多州颁发的MTL、 欧洲卢森堡
CSSF颁发的EMI、中国央行颁发的《支付业
务许可证》、中国香港海关颁发的MSO、中国
香港证监会颁发的LFETL、日本JPSA会员认
证、印度OPGSP等。

PingPong联合创始人卢帅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对于跨境支付行业来
说，通过持牌，能够更深入渗透本地市场，为
用户提供高度本地化和专业的服务。 目前，
PingPong已经实现了在全球五大经济体和
新兴经济体内持牌， 实现了从全球贸易需求
市场到供给市场的双向合规， 有助于更完整
地服务客户端到端的交易需求。

拓展全球，合规要先行，牌照的获取无疑
是第一步。北京商报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近
年来， 在国内监管环境趋严、 市场竞争将激
烈、流量红利见顶的环境下，“出海”逐渐成为
香饽饽，越发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并引来嗅觉
敏感的支付机构扎堆布局， 纷纷谋求率先抢

占市场。
目前除PingPong外， 包括连连 、Air-

wallex空中云汇等机构亦在市场上耕耘多
年，另外，汇付、新国都等机构也是市场重要
参与者。

例如，3月30日， 连连国际联席CEO沈恩
光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目前，连连已持有美
国全境、新加坡、泰国、印尼、英国、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等地60多张支付牌照及相关资质，
是国内少有的双边均持牌的支付企业； 除了
获牌外，同时，连连在中国、美国、新加坡等全
球9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办公室，组建了服务能
力更强、更懂当地市场的本土化团队，可提供
中文、英语、泰语、葡语等多语种客服支持，助
力卖家触达更多潜在客户。

另外， 新国都也已于2022年先后获得欧
洲PI牌照、美国MSB牌照，新国都跨境支付产
品中心总经理欧积泉称， 今年集团还将加速
发力，以服务跨境电商、外贸出口企业为主，
提供全球收款、 国际支付收单、VAT付款服
务、 国际转账和换汇等产品。 在全球化布局
上，除了已有的欧美地区市场，公司也将在南
美、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上布局。

而刚在今年3月初完成了对持牌支付机
构100%股权收购的Airwallex空中云汇，也
称将进一步拓宽全球金融服务范围，完成国内
牌照收购后，其全球支付网络已全面覆盖中国
内地、中国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加拿
大、英国、欧洲多国等150余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作为国内首批境内外双向持牌的支
付机构汇付国际，近年来也在不断拓展海外持
牌的区域覆盖，并称后续还将着重发力在东南
亚与欧洲等地的本地化资金收付能力。

业务谋变

出海对业内来说，并不是新鲜词。但不同
于早期的跑马圈地、野蛮扩张，如今支付企业
的跨境业务也开启转变，有了不一样的战略。

当前， 中国对外投资快速增长， 包括电
商、互娱、本地生活等各行业企业，都在加速
全球化布局。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面对新的
外贸形态，如何在保证安全合规的同时，更加
简便、快速、高效、低成本地进行跨境资金往
来操作， 是如今爆发式增长的外贸商家最大
的需求，尤其是对于大型跨境企业来说，则更
倾向于一站式的全链路跨境资金统筹方案。

“能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出海企业更注重品
牌、合规以及资金的安全运营，从而更加依赖支
付服务商能够运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能
力，高效完成资金结算，同时替他们进行相关的
合规与风险管理。”3月30日，汇付国际董事长姜
靖宇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谈道。

在姜靖宇看来， 未来跨境支付行业的发
展也将会越来越整合， 所提供的服务也会逐
渐从单一支付通道的模式向一站式综合资金
解决方案发展。

例如，打通跨境资金清结算服务、贷款金
融服务、海外站点收单、货币汇兑、全球资金
下发、税筹服务等一站式综合资金解决方案，
就成为了汇付国际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当然，这并非孤例。围绕跨境企业核心需
求，沈恩光同样称，连连国际联合有资质的行
业伙伴，推出了集一键开店、全球收付款、收
单、全球分发、汇兑、融资服务平台、退税等服
务为一体的一站式跨境贸易服务平台， 可帮
助中国品牌出海，货通全球。

截至目前，连连国际已累计服务超170万
跨境店铺，业务范围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

PingPong同样称，已建立的200+国家和
地区业务覆盖、71国资金通道以及30+全球分
支机构， 能够高度支持企业的全球化和本地
化运营， 提高科技企业在海外的客户触达和
品牌黏性。

Airwallex空中云汇则介绍，打通了全球
多个银行、卡组织和第三方支付系统，实现跨
国家、跨系统、跨币种的实时支付，并在此基
础上提供发卡、收单等一系列附加产品，满足
用户的跨境支付全链路需求。

而作为支付终端的制造和出口商的新国
都，则亮出了渠道和客源。欧积泉介绍，目前，
新国都全球员工总数约2500人， 在国内外有
着稳定的营销网络和客户群体， 国外客户主
要是金融、支付领域的机构；另外，新国都在
出口贸易有着丰富实践和经验， 可提供成熟
稳定的产品和服务。

仍存挑战

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善， 业内对行业未来
发展预期仍然看好，不过可预期的是，行业竞
争也将更为激烈，面临的挑战同样不小。

“竞争会愈发激烈，对跨境收款服务商们
来讲，跨境出口电商一直是命脉所在，所以在
市场相对饱和的前提下预计竞争会更加激
烈， 市场头部机构们将会继续涉足跨境出口
小额B2B等市场。”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
博预测。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加快“走出去”的过
程中，合规、本地化运营等问题也随之而来。

尤其是对于跨境支付企业而言， 如何平衡
不同国家、不同金融政策法规、不同金融管理办
法而引发的合规性难题， 成为横亘在机构面前
的一大难题。业内认为，在未来，如何兼顾“合
规”与“灵活”将会是行业主要竞争趋势之一。

“合规性仍是跨境支付服务商们最需要
重视的关键问题。”在王蓬博看来，目前国内
跨境支付行业主要面临的反洗钱难点和行业
自身特点相关。 不管是跨境电商B2C卖家还
是近年来兴起的外贸B2B， 卖家都集中在腰

部和底部，以中小卖家为主，这就导致交易规
模较小，但频率高、类目多，行业非标产品多，
交易流程碎片化严重，而也正是这些特点，导
致支付过程中最难做到反洗钱合规要求的资
金流、物流、信息流三流合一，即对真实交易
场景的判断困难。

王蓬博认为，从收入构成上来讲，手续费
仍然是最主要收入来源， 在保证收款安全和
实效性的基础上，拓展更多服务方向，提供更
多增值服务一定是支付机构未来发力的重
点。比如，跨境支付服务商也在积极推出相应
产品和措施， 帮助跨境贸易公司解决国外电
商平台政策收紧带来的合规性问题、 融资难
账期长资金压力大、 汇率剧烈波动造成收入
受损等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针对后续海外业务拓展， 易观分析金融
行业高级咨询顾问苏筱芮则认为， 支付机构
在能力打造上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是通过海
外牌照的获取，在展业范围上取得更大突破；
第二是不断升级公司的科技能力， 通过科技
赋能产业升级在跨境支付业务中赢取市场口
碑；三是针对跨境企业、跨境场景的特点持续
增强数字化能力， 通过对传统跨境支付痛点
的深入研究，为商户提供更优质、高效的支付
服务。

多家机构同样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了后
续战略方向。例如，未来PingPong将继续扩
大以合规为基础的全球化和数字化支付服务
网络；连连国际称将继续连接整合生态，搭建
“全球支付金融网络和跨境贸易服务网络”两
大网络，为B2C平台卖家、B2B外贸企业、独立
站、国际物流、旅游商、跨境MCN、留学教育
机构、 出海App等不同发展阶段的跨境企业
提供量身定制的出海解决方案。

新国都则表示， 未来三到五年， 除了欧
盟、美国，也还将在其他地区，如英国、加拿
大、中国香港等申请支付牌照并展业，覆盖更
多的出口贸易热门目标地区；业务方面，除了
服务国内的跨境出口贸易企业， 也将在海外
当地合规展业，发展海外当地商户。

北京商报记者 刘四红

2023开年以来，不少支付机构在全球化布局上动作频频。

3月30日，北京商报记者获悉，PingPong于近日获得由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

会（ASIC）颁发的金融服务牌照，由此获得在澳大利亚从事非现金支付和外汇业务的

许可资质。

牌照合规是支付机构全球化布局的重要一步。除了PingPong外，北京商报记者梳

理发现，目前，包括连连、Airwallex空中云汇、汇付、新国都等机构也在紧锣密鼓加码

全球化业务，在业内看来，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善，行业未来发展预期仍然向好，不过竞

争也将更为激烈。

投资拖累净利
资产配置画像清晰

北京商报记者统计，2022年五大上市险
企合计归母净利润1746.71亿元， 同比下降
19.06%，日均约赚4.79亿元。

从盈利情况来看，5家上市险企净利润一
升四降 。2022年中国平安归母净利润为
837.74亿元， 依旧占据5家公司榜首位置。中
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太保、新华保险分别
实现净利润320.82亿元、244.06亿元、246.09
亿元、98亿元。

2022年，利率持续下行，股票市场波动加
剧。 在复杂的投资环境中，5家上市险企的总
投资收益合计 4681.57亿元 ， 同比下滑
18.15%。 从投资收益成效来看，5家险企总投
资收益率位于2.5%-4.6%区间， 净投资收益
率则位于3.94%-5.1%区间。

2023年，各家险企投资策略是怎样的？从
配置结构看， 债权型金融资产投资和权益类
资产配置依旧是公司资产配置的主要方向。
在中国人寿业绩会上， 该公司副总裁刘晖表
示，在固收方面，将把握利率高位，在固收投
资方面做强固收底仓，重点提升票息收益、资
产久期，对于长久期、低风险的利率债应配尽
配。在权益投资方面，做稳权益投资，统筹好
收益增强和波动管理。

中国平安首席投资执行官邓斌也透露，
将保持在战略资产配置牵引下， 加强战术配
置，包括板块的轮动、时点的选择、节奏的把
控，会通过在市场上寻找最优秀的投资经理，
通过投资渠道，创造超额收益。

不同于2022年保险业投资端经历了大
考，随着我国经济复苏，业内人士一致认为保
险业资产端和负债端将同步改善。 而随着
2023年股市、债市回暖，上市险企的投资收益
和净利润也有望回升。 据浙商证券分析师团

队预测，2023年一季度10年期国债收益率基
本在2.9%上下小幅震荡，750天国债收益率曲
线下行趋势放缓， 权益市场表现较好， 考虑
2022年同期投资收益基数较低， 预计行业投
资端收益反弹，助力利润增长。

多元渠道“放彩”
代理人规模再探底

在寿险行业深度转型和疫情冲击的大环
境下，2022年，各家公司新业务价值、保费收
入增速持续承压。

从经营表现来看，2022年五大上市险
企的寿险新业务价值均出现不同程度下
滑 。 太保寿险新业务价值下滑 31.4%至
92.05亿元。人保寿险新业务价值为26.69亿
元，同比下降17.3%。

个险渠道式微的同时， 有险企积极拓展
多元渠道。 平安寿险2022年银保渠道新业务
价值同比增长15.9%，国寿寿险银保渠道保费
规模及业务价值也实现较快增长， 银保渠道
总保费达634.15亿元，同比增长28.6%。

随着行业进入转型攻坚期， 行业内人身
险公司持续主动清退落后产能， 持续推进代
理人队伍向优质、专业、高效转型。2022年，上
市险企代理人数量再次“探底”。太保寿险月
均保险营销员27.9万人， 同比减少46.9%；代
理人队伍规模急速减少的还有人保寿险，截
至2022年末，该公司“大个险”营销员为9.74
万人，减少47.61%。

随着各家公司代理人队伍转型走入后半
程， 转型成效可以预见， 以平安寿险为例，
2022年， 该公司代理人人均新业务价值同比
增长22.1%，寿险及健康险业务营运利润同比

增长16.4%。
“从这些数据来看，代理人规模下降的趋

势已经逐渐平稳。”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
究院副秘书长宋占军表示， 有再保险机构分
析认为，中国保险市场300万保险代理人可以
满足消费者购买保险的需求。 在当前人身保
险代理人队伍的基础上， 下一步应进一步提
升人均产能，提高代理人留存率。

对于2023年的行业发展， 中国人寿董事
长白涛表示：“第一， 行业的复苏正在加快进
行；第二，行业转型在加快；第三，支撑整个行
业价值增长的积极因素在加快形成；第四，销
售队伍的核心骨干和人均产能是稳定的，为
整个行业的回升奠定了基础；第五，银保渠道
在发力。”

白涛同时也表示，在营销体系改革、数字
化经营、综合化发展、生态化建设这些新动能

的带动下， 寿险业结构性和长期性的增长空
间正在打开。

车险回温
非车占比“再下一城”

与“愁云惨淡”的寿险业务不同，2022年
财险“老三家”平安产险、太保产险、人保财险
保险业务收入齐涨。其中，平安产险、人保财
险保费增速分别为10.4%、8.3%。 太保产险保
险业务收入增速也达到了11.6%。

车险业务方面， 经过车险综改后财险业
“提质、降本、增效”的改革成效初步显现，加
上2022年汽车消费需求上升、 车辆出险率下
降、汛期巨灾少发等因素影响，2022年三家公
司车险业务持续回温， 车险保费收入均超过
了6%。

而随着《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新能源汽车
商业保险专属条款（试行）》发布，财险“老三
家”在新能源车险市场也“开疆扩土”。其中，
太保产险2022年新能源车保费增速超过
90%，业务成本有所降低。人保财险也表示，
公司新能源车险保持较快增长。

与此同时， 三家公司也在积极主动扩展
非车业务，优化非车险业务占比。具体而言，
太保产险2022年非车险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8.8%，占比达43.2%；人保财险非车险业务占
比44.1%， 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 根据业内预
测，头部险企有望凭借在费率、渠道方面的优
势，进一步扩展盈利空间。

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保险系专家朱少杰
看来， 虽然我国的汽车保有量仍处于增长通
道， 车险保费收入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长已
经上升至很高的规模，但由于市场竞争激烈，
车险业务的盈利性并不好。不管是头部险企，
还是中小险企， 都需要从非车险业务中寻求
突破，获得业务增长点。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胡永新 李秀梅

随着新华保险公布2022年度业绩，A股五大上市险企2022年成绩单揭开面纱。3月30日， 北京商报记者统计，

2022年五大上市险企合计归母净利润1746.71亿元，同比下降19.06%，日均约赚4.79亿元。受市场震荡下行影响，投

资端表现不佳，5家上市险企的总投资收益合计4681.57亿元，同比下滑18.15%。

在负债端，随着寿险转型进入深水区，在严峻复杂的市场环境下，上市险企寿险新业务价值增长持续承压，有公

司发力多元业务，注重银保等渠道发展。财险板块车险保费回暖的同时，非车业务占比进一步提高。

五大上市险企2022年成绩单 合计归母净利润1746.71亿元， 同比下

降19.06%，日均约赚4.79亿元

中国平安 中国人寿 中国人保 中国太保 新华保险

(单位：亿元）

837.74 320.82 244.06 246.09 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