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上市险企今年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纷纷披露， 上半年财险公司业

绩画像全貌露出真容。8月2日，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根据截至目前72

家非上市财险公司发布的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来看，72家财险公司合计

实现净利润64.05亿元，实现净利润正增长的有52家财险公司，占比超七

成，另有20家公司出现亏损。

虽然大部分非上市财险公司盈利， 但仍难掩盈利规模分化明显这一

现状，净利润排名前十的公司占据了总利润的近九成。在行业马太效应加

剧的背景下，中小财险公司如何实现弯道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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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了
《关于适用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优惠
政策产品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推出了税优健康险新政，从8月1日
起，将适用个税优惠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
范围扩大。

随着新政正式实施，新产品也揭开面
纱。8月1日， 中国太保旗下太保健康推出
了税收优惠型医疗险产品———蓝医保·终
身防癌医疗险。平安健康险也已经完成了
两款新型税优健康险产品的开发，近期即
将上线。两款产品分别为长期百万医疗险
和少儿专属长期医疗保险。 人保健康表
示， 公司首批推出的10款税优健康险产
品，覆盖长期护理保险、医疗保险及疾病
保险三个税优险种。 人保健康同时强调，
已经开出首单，第一单的客户来自北京的
国企员工。

新政落地后的产品有哪些变化？北京
商报记者了解到，《通知》落地后的税优健
康险实现了两个方面的调整。其一，适用
于个税优惠的商业健康保险范围扩大，涵
盖医疗保险、 长期护理保险和疾病保险，
大众可选择的保险种类更加丰富。 其二，
被保险人群体进一步扩大，投保人既可以
为本人投保，也可以为其配偶、子女以及
父母投保。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副秘
书长宋占军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税优健康险自试点以来长期处于
“叫好不叫座”的状态，此次产品扩容，将
之前限定医疗保险+万能账户的形式拓展
为医疗保险、疾病保险和护理保险，并可
以为配偶子女父母投保，有助于从供需两
端解决税优健康险发展不足的问题。

平安健康险也表示，相较于此前只有
投保人可保，新政扩大了产品范围，产品
设计更加市场化、自由化，相比以往，现在
除了医疗险，还将有长护险、重疾险等更
加丰富的险种可选，可以覆盖投保人的家

庭，给大家提供更多选择，从而提高了参
与度，2400元的税优额度也得以用好用
足。从保险公司角度而言，也加强了产品
的多元化发展，提高了险企的积极性。

此外，北京商报记者发现，新产品的
销售渠道也有扩展，不再是仅仅通过个险
渠道销售。在蚂蚁保平台，人保健康推出
的“好医保·终身防癌医疗险”“人保·终身
护理险”等2款产品已可购买；腾讯微保平
台也设置了税优健康险专区，相关产品将
于“8月初开售”，即将上新的产品为医疗
险和终身防癌险。

作为我国首个享有税收优惠政策支
持的个人商业健康险产品，税优健康险一
直被寄予厚望。 此类产品于2016年试点，
2017年在全国推广。然而，由于投保流程
繁琐，产品限制较多，经过七年经营，税优
健康险的发展一直不温不火。

而此次的调整， 不仅让产品覆盖面扩
大、产品保障更强，也让投保流程变得更简
单。 此前的税优健康险在产品设计上限制
颇多，产品形态单一，必须使用示范条款。
而在新政之下， 保险公司享有更大的产品
设计自主权和产品创新空间。 人保健康党
委书记、总裁邵利铎表示，税优健康险新政
是国家出台的一项惠民政策， 将个税优惠
和普惠型健康险结合， 用政府与市场的合
力，进一步提高民众的健康保险保障水平。

开源证券分析师高超、吕晨雨在研报
中表示，适用产品范围扩大、产品设计原
则具备普惠属性、 税收优惠操作更加便
捷， 均有望提升税优健康险的吸引力，进
一步完善多层次保障体系并提升居民保
险保障意识。

谈及新政落地对市场的影响，平安健
康险表示，将不断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有
序衔接，有效降低医疗费用负担，丰富既
往症和中老年人等人群的保险保障，对整
个商业健康市场有着正面和积极的作用。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李秀梅

头部险企抢滩税优健康险

头部公司拿走近九成份额

非上市财险公司是财险业中的大多数，
更能反映行业现状。因此，上半年非上市财险
公司交出怎样的业绩答卷备受关注。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已有72
家非上市财险公司披露二季度偿付能力
报告，72家公司在今年上半年合计实现净利
润64.05亿元。其中，有52家财险公司实现净
利润正增长，占比超七成。另有20家公司出现
亏损。

投资收益回暖是非上市财险公司净利润
增长的驱动力， 上半年40家财险公司投资收
益率较去年同期相比实现正增长。“上半年40
家财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实现正增长是一个
积极的表现。 这表明这些公司在投资方面的
策略和运营能力较为稳健， 能够在当前市场
环境下获得一定的回报。”一位业内财险专家
告诉记者。

从盈利情况来看， 虽然大部分保险公司
均有“收获”，但从整体而言，盈利规模分化明
显。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利润排名前十的
公司总利润占据了非上市财险公司全部利润
的87.84%，占比约为九成。

净利润规模一二名的差距同样较为明

显， 位居净利润榜首的国寿财险达到20.82亿
元，而位居次席的英大泰和财险净利润为7.79
亿元。整体而言，华海财险、泰山财险、利宝保
险等大部分非上市财险公司的净利润集中在
1亿元以下。

马太效应在今年上半年“愈演愈烈”，大
中型公司的规模效应持续显现， 意味着中小
险企的“生存空间”承压。在业内人士看来，
大型财险公司由于规模和品牌优势， 能够
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客户，从而实现
更高的盈利能力。中小财险公司在面临竞争
时， 需要通过差异化竞争来寻找自身的优
势，可以通过提供特色化产品、优质的客户
服务以及灵活的销售渠道等方式来吸引和
留住客户。

对于下半年财险业的整体展望， 首都经
贸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副所长李文中表示，
下半年经济稳定发展可期， 财险市场也会继
续上半年的发展态势。

过半险企承保亏损

放眼整个财险板块， 财险公司日渐摆脱
车险综改影响，保费规模稳步增长。

与2022年同期对比，72家非上市财险公
司上半年保险业务收入为2275.49亿元，较去

年同比增长9.66%。 从同比增速来看，51家非
上市财险公司的保费有着不同程度的上涨，
出现不同程度下滑的公司则为21家， 占比约
为29.17%。

虽然非上市财险公司今年上半年的同比
增速反映了财产保险市场恢复调整势头良
好， 但从反映财险公司承保盈利能力的指标
综合成本率来看，较去年相比，今年上半年仍
有半数以上的财险公司的综合成本率高于
100%。 有27家公司的综合成本率在100%以
下，占比不到四成。

综合成本率越低说明公司盈利能力越
强，而如果综合成本率高于100%，意味着在
承保业务方面亏损。记者进一步梳理发现，承
保业务亏损的大多数公司为中小险企。

一般而言，在综合费用率方面，大型财险
公司的费用率主要集中在30%左右， 为行业
合理水平。不过，在72家非上市财险公司中，
综合费用率超过30%的公司达到了42家，占
比近六成。有业内财险专家对记者表示，控费
能力是影响行业利润增长原因之一， 财险公
司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不断优化费率， 比如
可以依据投保人的风险水平差异化费率水
平，以此来缓解公司承保亏损。

在综合赔付率方面，57家非上市财险公
司的赔付率超过50%，占比八成左右。业内人
士表示，赔付率过低或过高会影响经营的可
持续性，那么，随着自然灾害频发，全年赔付
率会有怎样的影响，是否会对业绩及公司经
营产生较大影响？李文中表示，虽然今年上
半年灾害较频繁，但总体来说每年夏天暴雨、
洪水灾害相对集中，河南、陕西等地的烂场雨
导致的农业保险赔付应该归入上半年， 且各
公司基本赔付到位。而且，灾害事故发生虽然
会使保险公司的赔付增加， 但是同时也会刺
激保险业务的增长。因此，李文中认为，今年
全年财险公司的赔付率不会有明显上升，保险
公司的业绩应该也不会发生大幅波动。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胡永新

非上市财险公司越小越难

银行仍观望

近段时间，监管接连释放“松绑”信号，存
量房贷利率下调有望进入实操阶段。8月1日，
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召开2023年下半
年工作会议指出，“指导商业银行依法有序调
整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这是监管近期第二次对存量房贷利率调
整进行定调。在此前7月14日国新办新闻发布
会上，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表示，按
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支持和鼓励商业银行
与借款人自主协商变更合同约定， 或者是新
发放贷款置换原来的存量贷款。

对比两次表态，从“支持和鼓励”到“指
导”，口径的变化也意味着存量房贷利率下调
有望进入实操阶段。作为政策的“执行者”，银
行如何看待这一调整？ 北京商报记者8月2日
对多位银行人士进行了采访。

众所周知，对比消费贷、信用贷等无抵押
物的贷款来说， 拥有抵押物的房贷是银行为
数不多的较为优质的资产。 一位地方农商行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直
言， 存量房贷利率下调肯定会影响银行的净
息差和利润， 从银行角度看会有大量的手续
办理，重新测利率和还款金额、重签合同等。

另一家股份制银行人士介绍称，“房贷利
率调整需要有监管进行窗口或文件指导，各
家银行无权自行降低已签订的房贷合同的利
率，因此如何降、怎么降目前仍是未知数”。

“如果监管下发了指导意见就要执行，但
如没有明确的规定， 估计银行多数会采取观
望的态度。” 另一家地方性城商行人士也称，
“对银行而言，从局部看可能会对净息差和利
润造成影响，但整体来看，能留住优质客户也
是很好的选择。”

诸葛数据研究中心高级分析师陈霄指
出，个人住房贷款作为银行的优质资产，可以
说是银行的重要利润来源之一， 根据数据统

计， 多数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占贷款余额的比
例达到超20%， 甚至有些银行占比达到30%
以上，下调存量房贷利率无疑是让银行让利，
意味着利润一定程度的折损，目前来看，银行
本身自主下调存量房贷利率的动力偏弱。

调降路径如何

人民银行表态后， 业内对于存量房贷利
率下调的路径也较为关注。当前，存量个人住
房贷款利率定价有两种机制。 一种是固定利
率机制，另一种是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加点浮动利率机制。

针对存量房贷调整的实际操作， 上述地
方农商行相关负责人直言，“还需要规则性
引领”。

“目前还存在一些尚待明确的地方。”一
位股份制银行人士提及，“每个地区的利率不
同，银行如何降、下降的区间是多少、如何再
签署合同都是一个比较困惑的问题。”

“落实到购房者层面，如果在执行过程中
出现这个客户存量房贷利率降多了、 另一个
客户降少了，还要再向客户进行解释，若银行
不方便回答和承诺，还会被客户投诉。”上述
股份制银行人士说道。

虽然下调存量房贷利率具体的政策还没
有落地，但也有银行做出了尝试。此前，有消
息称， 兴业银行广州分行针对存量按揭客户
采取1年期的利率优惠券。北京商报记者从兴
业银行广州多家支行处获悉，确有此事，但目
前仅在个别支行小范围试点， 后续将根据试
点情况及时调整政策。彼时有观点认为，主动
向存量房贷客户发放1年期的利率优惠券，从
侧面反映出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对银行并非没
有好处， 部分银行确有意愿通过降低存量房
贷利率来留住客户。

谈及下调存量房贷利率的方式， 陈霄认
为，大概率上可能采取国有大行先行的模式，
发挥带头示范作用， 根据客户资质和存量房
贷的具体情况出台针对性的方案，灵活对待，

避免一刀切的做法。同时，给予地方银行更多
的灵活性和自主性，采取直接降（在存量房贷
利率的基础上打折）或者间接降（贷款以新换
旧）等方式。下调幅度可能会与LPR挂钩，比
如在以前加点上进行下调。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
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研究员盘和林坦
言，引导存量贷款利率下降，从而惠及存量客
户，虽然短期的利率变化不多，但住房贷款是
长期贷款，累积节省的量还是比较大的。但相
关调整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副作用， 比如会让
银行息差收入承受压力， 所以人民银行也强
调了有序，至于如何实现有序，未来要看人民
银行具体的引导手段， 让银行愿意主动去调
整存量房贷利率。

或将减少提前还贷

几年前，一说到要提前还房贷，大多数购
房者都对此“嗤之以鼻”，观点也是一边倒，但

从去年开始，这一风向突然发生了变化，一些
购房者们率先投身提前还贷的热潮。 存量房
贷利率的下调也被解读为银行可以通过此类
方式减少提前还贷、“转贷”的数量。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不
少银行人士也回应了这一观点，有银行人士
直言，若存量房贷利率下调，提前还贷现象
一定会减少；有银行人士则强调，存量房贷
利率下调可以应对提前还贷潮，起码能留住
客户。

信号释放下， 购房者的观念也产生了转
变，王文诗（化名）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最近
本来要提前还一笔房贷利率， 但看到了新的
政策导向，我想先等等，如果重新核定利率就
先不提前还贷了”。

在老家购房的张晨（化名）从2018年5月
开始还房贷至今已经五年时间，“目前我的
房贷利率是LPR+135个基点， 今年5月我的
房贷利率重新定价后的水平依然在5.625%，
比现在新发房贷利率高出不少，之前一直犹
豫要不要提前还款，现在想再等一等。我也
不奢望银行可以降多少，如果能够按照当地
新发房贷水平进行调整就已经是很不错的
结果了”。

对于身处一线城市的炎炎（化名）来说，
她认为存量房贷利率是否调整对她的影响较
小，当前，她购买的房产房贷利率为4.85%，与
北京地区首套房房贷利率4.75%的差距不大。
“12月重新定价后，我的房贷利率也会进一步
下调，无论是否出台存量房贷利率下调政策，
我都是要进行提前还贷的操作。”

从购房者层面，陈霄进一步建议，当前政
策端对于存量房贷利率调整的信号越来越强
烈，预计落地时间也不再远。对于有提前还贷
意愿的购房者来说， 如果手头资金充裕并且
还贷意愿较强，那么可以提前还贷，如果不是
的话， 建议购房者可以选择暂且观望等待政
策的落地。

北京商报记者 宋亦桐

从“支持鼓励”到如今的“指导”，

中国人民银行再次释放存量房贷利率

调整的信号。一时间，松绑呼声渐起，

作为实际“执行者”，银行会有何种举

措？对存量房贷利率下调的路径如何？

8月2日，北京商报记者对多位银行人

士进行了采访，有银行人士直言，存量

房贷利率下调必将会影响银行的净息

差和利润，也有银行人士认为，下调比

提前还贷对银行有利，至少还能留住

客户。当政策进入实操层面后，如何重

测存量房贷利率、签订合同都是需要

仔细衡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