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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以购买保险为目的组织起来的团体承保团体人身保险；
（二）侵害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合法权益；
（三）未按要求记录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信息；
（四）给予或者承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
（五）未获得投保人授权，擅自访问、泄露、篡改投保人信息或扩大投保人信
息使用范围；
（六）通过虚构经济事项、挂靠中介业务等方式违规套取费用；
（七）未按要求进行产品备案和回溯；
（八）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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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掌门新老交替不断

首设负面清单 团体人身险迎新规

聚力主营业务 手机银行App持续“缩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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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赔付率

相较于目前执行的规定，本次《意见稿》
拟新增投标管理、备案原则、精算定价要求等
管理内容，并要求进行业务回溯。

具体来说，在产品备案方面，《意见稿》提
出保险公司报送团体人身保险条款和保险费
率审批或者备案的， 应符合保险条款和保险
费率管理相关监管规定。 团体人身保险产品
应当在名称中标明“团体”字样。

在产品精算方面， 保险公司应根据人身
保险精算规定要求厘定保险费、 确定现金价
值、计提责任准备金等。产品定价应基于风险
情况，按照一般精算原理，采用公平、合理的
定价假设， 审慎确定团体人身保险产品条款
和费率。

为防范商业贿赂，《意见稿》 拟定保险公
司应加强内控管理防范商业贿赂风险， 不得
向中介机构、 投保人工作人员等支付合作协
议约定之外的佣金或其他形式的利益。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 团体保险的赔付
率是业务中一大问题。 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
向记者透露，目前赔付率比较高，尤其是团体
医疗险，赔付率超过90%甚至“赔穿”都是比
较常见的情况。

而此次的《意见稿》便增加了业务回溯条
款， 要求保险公司应对上一年度保险期间不
超过一年的团体人身保险业务赔付率进行回
溯。在回溯中发现相关问题的，需说明实际经
营结果与预期出现重大偏差的原因， 并及时
将相关产品的费率调整至合理水平。 如存在

团体意外险上一保单年度再保后综合赔付率
低于50%的；团体健康险、团体寿险上一保单
年度再保后综合赔付率高于150%的；团体健
康险和团体寿险在过去3个保单年度再保后
综合赔付率连续超过100%的等情况。

“此举是为了防范产品赔付过高或者过
低。”资深精算师徐昱琛表示，如果赔付率过
低，不仅会损害保险消费者利益，甚至也有可
能保费会以其他形式形成商业贿赂； 如果赔
付率过高，保险公司就会“亏本赚吆喝”，中长
期来看会损害保险公司利益。

严禁团购等八类行为

此外，《意见稿》 首次对团体人身保险业
务设立了负面清单。

《意见稿》明确，保险公司开展团体人身
保险业务活动，不得存在八类行为：包括为以
购买保险为目的组织起来的团体承保团体人
身保险；侵害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合法
权益；未按要求记录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
人信息；给予或者承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

受益人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 未获得投
保人授权，擅自访问、泄露、篡改投保人信息
或扩大投保人信息使用范围； 通过虚构经济
事项、挂靠中介业务等方式违规套取费用等。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 负面清单中的
一部分行为， 也是不少保险公司遭到监管处
罚的原因，比如，去年11月，某人身险公司辽
源市分公司曾因承保客户信息不真实被罚，
据查证， 该分公司大量业务投保人为同一人
且在短时间内多次投保同一产品的情况。

徐昱琛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这份负面清

单基本上将市场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列
明。如给予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可能会
存在商业贿赂的情况；虚构经济事项、挂靠中
介业务可能会存在套取费用的问题。

全流程监管升级

目前，《意见稿》 已经下发至各人身险公
司征求意见。《意见稿》 将团体人身保险定义
为：特定团体作为投保人为团体成员投保，由
保险公司以一份保险合同提供保险保障的人
身保险。 特定团体是指具有共同风险特征且
不以购买保险为目的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

团体保险对于很多人来说也并不陌生。
比如， 很多工作单位会在基本医疗保险的基
础上为员工购买医疗保险，一些施工单位、建
筑公司会为工人投保意外险， 这些保险大多
属于团体保险。

综合来看，当前团体保险执行的是《关于
促进团体保险健康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发
布于2015年，总共只有六条内容，而此次下发
的《意见稿》，相较原规定更加细致、深入。《意
见稿》拟定加强对经营基本条件、承保管理、
理赔管理、数字化转型、防范商业贿赂、精算
定价等环节的全流程监管。

谈及《意见稿》出台的背景，徐昱琛告诉
北京商报记者， 当前团体保险市场存在赔付
率过高、为买保险而专门拼团等乱象，而《意
见稿》要求特定团体具有共同风险特征、提出
精算定价、产品回溯等要求，是为了提升业务
品质，防范“团险变团购”。

北京商报记者 陈婷婷 李秀梅

时隔八年，团体人身险业务将再迎规范。6月11日，北京商报记

者从业内获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关于规范团体人身保险

业务发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在业内征求

意见，拟规范保险公司团体人身保险业务经营行为。

总体而言，《意见稿》加强了对经营基本条件、承保管理、理赔

管理、数字化转型、防范商业贿赂、精算定价等环节的全流程监管，

同时也强化了费率管控，以提升业务品质。

“缩编”渠道扩大

又有银行在手机App方面做了“减法”。6
月11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近日，招商银行
发布《关于我行“招银汇金App”服务调整的通
告》表示，由于业务调整，该行将于2023年7月1
日闭市后停止提供“招银汇金App”服务。

据了解，“招银汇金App”是招商银行自主
开发的金融交易App， 是一款集新闻资讯、交
易下单为一体的专业交易软件， 于2018年6月
上线，凡是招商银行的用户或持有其他银行本
人名下的借记卡，通过“招银汇金App”注册账
户后， 即可开通相应的交易功能。“招银汇金
App”支持用户使用实时交易、委托挂单等多
种成交方式，目标价格达到后自动成交。

其他特色功能方面，通过“招银汇金App”
的智能解读和历史连连看功能，用户可以了解
新闻事件与黄金价格之间的逻辑关系；除此之
外， 该平台还面向用户提供了模拟交易功能，
不需要真实资金就可以享受真实的交易体验。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 在iOS系统及安卓
系统中，均未搜索到“招银汇金App”的下载路
径， 招商银行客服人员表示，“招银汇金App”
下线后，该行手机银行（招商银行App）的“招
银汇金”相关服务不受影响。

近年来，“缩编”手机银行App的例子不在
少数，从整合类别来看，涉及整合、下架的App
通常聚焦于直销银行、生活类、财富管理类多
种，此次招商银行下架范围扩大至贵金属App
也释放了一定信号。博通分析金融行业资深分
析师王蓬博指出，贵金属App和手机银行功能
相比，用户的规模和使用频率都较低，银行还
要负担一定的运营成本，招商银行此次下架贵
金属App也是想让手机银行App更加聚焦，充
实主攻方向App的功能。这也符合近年来银行
手机银行整合的一个趋势。有的银行每年会给

不同部门定手机银行App用户增量的考核指
标，认为这样能够带来用户数量的叠加，而实
际上，每家银行不同类型的手机银行App用户
在一定范围内有可能是重合的，就造成了一定
资源的浪费。

迁移整合已成趋势

在互联网时代用户逐步朝线上迁移的背景
下，银行也看到了这一趋势，纷纷投入“重金”打
造手机银行生态链， 一家银行有多个手机银行
的现象成为常态，但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手机
银行App同质化严重、 用户体验不佳等劣势也
逐渐凸显，逐渐成为“指尖上的负担”。

为了优化金融服务、 走好精细化运营发
展， 近几年来已有多家银行对旗下手机银行
App进行了迁移整合。不久之前，光大银行宣
布于5月25日起暂停财富版手机银行切换入口
及相关服务，服务暂停后仍使用财富版手机银
行的客户将默认切换为标准版手机银行。

对于此次暂停财富版手机银行服务的原
因，该行相关人士表示，主要是因业务发展需
要,暂停了财富版手机银行的服务，后续在手
机银行中将无法切换使用该版本，但相关功能
在标准版手机银行均可继续使用。

生活类App整合方面， 邮储银行此前停止
了“邮储生活App”全部服务，相关服务迁移至该
行手机银行App。在支付类App整合方面，建设
银行下线了龙支付App，将相关功能服务迁移至
建设银行App和建行生活App中， 厦门银行将
原“融E收App”整体迁移至“厦门银行App”。

直销银行则是银行整合App最为集中的
领域，具体来看，恒丰银行下线了一贯平台直
销银行App；广发银行也先后关闭了直销银行
网站和直销银行App，将相关功能迁移至了手
机银行；华夏银行、南京银行、浦发银行、平安
银行也均对直销银行App进行了调整，将相关

功能迁移至手机银行或将直销银行与手机银
行合并。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咨询顾问苏筱芮
表示，之前银行开发多款手机银行App是为了
不断开启自建场景的步伐，试图摆脱此前互联
网平台的某些掣肘，由此培养出大批高质量活
跃用户。不过，随着业务的发展，手机银行App
过多一方面会增加银行自身的运营负担，包括
开发、维护等各类成本，另一方面也会分散用
户的注意力，不容易聚焦银行主要业务。

挖掘用户需求

虽然频频裁撤，但一家银行拥有多个手机
银行App的现象依旧较为常见。北京商报记者
在iOS系统及安卓系统中以“银行”为关键词搜
索发现， 每家银行普遍拥有2-3个不等的手机
银行App，部分银行的数量多达4-5个。

数量繁杂App背后是银行获客、 活客之间
的博弈。 一位行业人士分析称， 银行一般需要
2-3个App用于个人、 企业和营销， 开发多个
App本意是为了专业化发展，让团队更聚焦地做
好本App的业务，不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
了App泛滥严重，也未能凸显差异化竞争优势。

大批量手机银行App涌现也不断考验着银
行数据运营中心的能力。近日，一家股份制银行
手机银行闪“崩”上了热搜，有多位网友在社交
平台上表示，手机银行出现故障、银行卡无法使
用。在此之前，也有多家银行手机银行App因登
录闪退、转账功能出现问题被用户吐槽。

对银行来说，做好手机银行App“攻坚战”
不能只聚焦于功能精简， 而是要从内容开发、
增强金融场景多下功夫。厚雪研究首席研究员
于百程分析称，此前，部分银行多个部门都推
出了直销银行、生活类、支付类等零售类App，
作为零售业务探索， 虽然鼓励了内部竞争，但
也分散了精力，有些App做得并不好且功能重
复，也浪费资源。因此，银行整合手机App，集
中精力做好主营手机银行成为现实选择。

“从行业整体来看， 不论是金融还是电商
都在朝着精细化运营发展，所以未来手机银行
整合会成为一种趋势。”王蓬博建议，银行应搭
建专门的手机银行运营团队，从大方向整体建
立考核指标， 再逐步考虑细节方向的运营。不
同类型的银行应根据自身特点挖掘用户需求，
开发相关的产品。

北京商报记者 宋亦桐

公募“掌门” 换人频频。6月10
日，兴业基金发布公告显示，总经理
胡斌因工作变动原因于6月9日离
任，即日起，由董事长叶文煌代任总
经理一职。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
截至一季度末兴业基金在管规模已
近3000亿元， 至此又一家千亿规模
公募宣告换“掌门”。

公开数据显示， 胡斌已在任四
年。时间回到2019年4月，彼时，胡斌
正式任职兴业基金总经理一岗。任
职前，胡斌曾于2007年5月加入兴业
银行， 先后在兴业银行北京分行任
党委委员、行长助理，兴业银行总行
任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2018年11
月起任职兴业基金党委委员。

除兴业基金外，6月8日，银河基
金也发布类似变更公告表示，自6月
7日起， 由史平武履新公司总经理，
公告显示， 史平武历任中国农业银
行山西省分行直属国贸支行副行
长、 太原市分行副行长； 大华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助理副总裁；中建
投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
事、总经理、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
等， 自2023年5月起加入银河基金。
值得一提的是， 这已是银河基金近
半年内第二次官宣总经理一岗的人
事变动，2022年12月，银河基金原总
经理于东升因个人原因离任， 在任
时长仅9个月。

含上述情况在内，6月以来，基
金管理人总经理变更人数已达 7
人，还涉及富安达基金、东吴基金
等共6家基金管理人。 若将时间线
拉长来看，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
截至6月11日，年初以来已有22家基
金管理人官宣总经理变更， 共涉及
33人， 变更人数较2022年同期更同
比增长32%。

整体来看，年龄、个人因素、工
作调整等已成为总经理一职变化的
主因。此外，为适应公司经营管理需

要， 上述变更中也存在公司内部转
岗情况，有总经理已升任董事长。

3月31日，鑫元基金发布高管人
员变更公告表示， 因工作原因离任
的总经理龙艺转任公司董事长，子
公司鑫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丽洁则转任鑫元基金总经理，鑫
元基金原副总经理赵程转任子公司
总经理。无独有偶，先锋基金原总经
理Wong�Leah�Kuen也因公司安排
于1月19日转任先锋基金董事长。

与此同时，也有人“降级”转岗。
2月15日，富荣基金发布公告宣称，
杨小舟因工作调整原因于 2月 13
日正式离任公司董事长， 转任公
司总经理。 北京商报记者发文询
问上述调整的具体原因及后续安
排，但截至发稿未获回复。4月7日公
告显示， 富荣基金迎来其新任董事
长王亦伟。

在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孙宇昊看来， 年初以来基金管
理人总经理频繁变更的原因可能是
经营绩效不佳、公司战略调整等。“总
经理的频繁变更对公司经营会造成
一定程度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公司管
理层不稳定，导致运营策略和企业文
化的频繁变更，影响员工的归属感和
企业凝聚力，进而影响企业的整体稳
定性。不仅如此，频繁的变动也会影
响公司对外的形象、声誉，从而降低
消费者和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和忠
诚度”，孙宇昊补充道。

华林证券资管部董事总经理贾
志则表示， 总经理等高管变更主要
原因来自于控股股东安排、 任期结
束、个人职业规划等，总经理等高管
职位变动容易引发系列人事变动，
可能对公司经营产生一定影响。不
过， 股东的支持和现有团队的优秀
表现， 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高
管团队的稳定性。

北京商报记者 刘宇阳 郝彦

银行关停、下架手机银行App的动作仍在持续。6月11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

到，招商银行近日发布公告称，因业务调整，将于7月1日闭市后停止提供“招银汇

金App”服务。“招银汇金App”是招商银行自主开发的金融交易App。在招商银行之

前，已有光大银行、兴业银行、邮储银行、建设银行、广发银行等多家银行相继对旗

下手机银行App进行了“缩编”。在分析人士看来，未来手机银行整合会成为一种趋

势，不同类型的银行应根据自身特点挖掘用户需求，开发相关的产品。

团体人身险全流程监管升级，监管拟定新规

新规拟定背景
当前团体保险市场存在赔付率过高、为买保
险而专门拼团等乱象。

新规主要调整的内容

1.团险人身险新定义：强调有共同风险特征、不以购买保险为目的

2.新增业务回溯条款：赔付率低于50%或者高于150%等情况均需要调整费率

3.首设负面清单，明确保险公司不得存在八类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