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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艳霞

近日，中国平安发布了新会计准则下

公司首份中期业绩报告。新准则对保险公

司报表及经营战略有何影响？其间，正值

预定利率下调后的市场调整期，公司的产

品策略是否会发生变化？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平安首席财务官

张智淳表示，新准则对寿险公司影响较大，

财务报表确认的寿险业务保险服务收入大

幅减少。不过，新准则下驱动业务增长的

经营要素并未发生变化，不影响公司业务

实质和经营策略。

张智淳称，下半年，中国平安仍将延续

“大财富、扩养老、稳保障”的产品策略，同

时坚持“保险+服务”策略，满足客户金融、

医疗及养老的需求。

对寿险保险服务收入影响较大

新保险合同准则自2023年起落地。中

国平安在2023年初成功过渡到新准则，并

顺利完成了2022年同期各季度报表的追溯

调整。今年7月，公司向市场专项披露了新

准则对公司关键财务指标等方面影响。

新准则对寿险公司的保险服务收入影

响较大，对财产险公司影响较小。张智淳

解释称，寿险公司保险服务收入大幅下降，

主要因为剔除了保费收入中的投资成分，

并在保险期间逐期确认。保险服务收入和

此前的保费收入是不同的指标，并不因为

保险服务收入比原来保费收入低了很多，

利润就会下降。

“不同产品的保险服务收入下降幅度

不同，但总的来说，新旧准则切换只是准备

金计量规则的改变，不改变全周期利润，也

不会改变公司的产品策略。”她表示，过往

公司在财报中披露的营运利润、营运

ROE、合同服务边际还会持续披露，同时

增加新业务利润率等。

净利润波动方面，张智淳表示，对中国

平安来讲，目前来看，新准则切换后净利润

的波动性因素有所减少。一方面，保险合

同负债中的合同服务边际可以吸收投资端

及经营端的一些波动，再通过摊销体现在

当期和未来各期，对当期利润影响较小；另

一方面，传统产品贴现率变化确认在其他

综合收益中，不影响利润。

预定利率下调不改变产品策略

截至7月底，预定利率高于3.0%的增额

终身寿险产品已全部下架。预定利率下调

后，中国平安的产品策略有什么样的调整？

对此，张智淳表示，“大财富、扩养老、

稳保障”是公司的产品策略，这个策略是不

变的。改变的只是按照新的预定利率重新

设计一些新的产品，同时坚持“保险+服

务”，满足客户不仅是财富管理还有医疗、

养老等多方位的需求。“预定利率下降后，

分红险的相对竞争力会提升，公司会提供

传统险、分红险等产品形态供客户选择，以

匹配不同客户的需求。”她说。

在张智淳看来，保险产品依然会保持市

场上相对的竞争优势，在市场利率不断下行

的背景下，保险产品保障性和收益性的综合

优势未改变，对客户来说可有效应对未来各

种利率环境及市场周期，也是有吸引力的。

“我们会维持产品的多元化，在养老需

求凸显、保障需求多元化等背景下，相信客

户更关注产品的质量和产品相匹配的服

务。”张智淳表示。

追求资产负债匹配、合理缩
小久期差

新会计准则对保险公司做好资产负债

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叠加刚刚经历了

预定利率的下调，保险公司在负债端和投

资端应如何应对这些变化？

在张智淳看来，投资的目的始终是保

险资金的保值增值，服务保险主业，实现

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平衡，创造穿越

宏观经济周期的稳定投资收益。从这一

需求来看，投资策略始终遵循资产与负债

久期匹配、投资与负债收益要求匹配、投

资与流动性需求匹配、投资与风险安全要

求匹配。

据悉，中国平安已经将资产负债久期

差由曾经的5年缩短至3年以内。张智淳

称，利率下行延续，确实给投资带来了压

力。在配置上，资产负债匹配、合理缩小久

期差是公司的长期核心目标，因此，公司在

持续加大长久期、有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包

括利率债、收租型物业、经营稳健且基本面

良好的高分红股票等。

对于市场担忧的利差损风险，张智淳

认为，中国平安的存量业务规模较大，传

统、分红、万能各类业务均衡，分红、万能型

业务一方面提供客户分享公司经营成果的

机会，另一方面也使客户能与公司共担利

率风险。新产品方面，公司也会控制负债

现金流有效利率，严控产品的利率风险。

本报讯【记者 房文彬】近日，中国保险

行业协会（以下简称“保险业协会”）正式发

布《2022中国保险业社会责任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报告》显示，2022年，全国

共有保险法人机构237家，资产总额27.15

万亿元，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4.70万亿元，

同比增长4.58%；保险业赔款和给付支出

1.55万亿元。保险密度为3326元/人，保

险深度为3.88%。

保险业服务国家战略，支持实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2022年，保险

业坚守保险保障本源，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创新助农、惠农、强

农形式，农业保险为农户提供风险保障4.6

万亿元，10年间增长4.1倍。聚焦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科技保险，助力“卡脖

子”技术攻关、关键设备研发和成果应用转

化，集成电路共保体为17家科技企业提供

风险保障1万亿元，知识产权保险为2.8万

家企业的4.6万件专利提供风险保障。广泛

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一带一路”相关项

目提供风险保障超过6万亿元。充分发挥

保险资金长期稳定优势，累计为实体经济融

资超过21万亿元，其中，乡村振兴战略、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投资5.2万亿元。

保障民生安康，多维度多方式守护人民

群众美好生活。保险机构践行“政治性、人民

性和专业性”理念，充分发挥经济“减震器”和

社会“稳定器”的作用，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全

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聚焦健康养

老需求，构建健康养老服务体系，2022年，商

业健康险赔付支出3600亿元，大病保险已覆

盖12.2亿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

达到1.69亿。商业保险机构养老社区项目

数量（包括自建和租赁）105个，企业年金受

托管理规模超过1.5万亿元。深入推进综合

车险改革，为6亿辆机动车提供保险保障，车

均保费同比下降21%，不断提升车险理赔效

率，服务交通治理现代化。积极探索巨灾保

险，服务国家灾害体系建设，住宅地震共保体

提供风险保障1115亿元。

发展普惠金融，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2022年，保险业持续创新产品供给，潜心

打造新市民综合金融服务方案；积极开发

非标体保险产品，扩大惠民保险项目覆盖

范围，让优质保险服务惠及更多人群；稳步

增加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丰富普惠保

险产品和服务，助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

保险业为小微企业提供风险保障892.6万

户次，为新市民提供专属风险保障超过6.8

亿人次，为60岁以上老人提供人身保险产

品数量6500余个。

践行“双碳”目标，为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提供金融动力。2022年，保险

业全面支持低碳转型与绿色发展，越来越

多的机构将绿色金融上升到战略高度，为

应对气候变化、环境改善和资源集约利用

提供保险保障和资金支持，助力实现“双

碳”目标。保险业绿色保险产品数量超过

3600个，绿色债券规模超过5000亿元，69

家机构建立了绿色金融管理机制及工作小

组，9家机构加入了可持续保险或负责任投

资原则。

加强公司治理，全面提升防范化解金

融风险能力。2022年，保险业坚持稳中求

进的总基调，持续强化偿付能力管理，增强

风险防范化解能力，保障行业安全稳健运

行。保险业开展反腐倡廉培训2.1万次，参

加反腐倡廉培训近800万人次，参加反洗

钱培训300万人次；127家机构开展风险管

理系统信息化建设，40家机构建立专门机

构开展风险减量服务。

提升服务水平，扎实构建满足人民群

众美好生活的高质量保险保障体系。

2022年，保险业坚持以人为本，大力推动

金融科技赋能，提升客户服务水平；规范有

序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深化保险专

业人员能力建设。全年接收并转送涉及保

险公司的保险消费者投诉同比下降

32.6%。保险业设立公益基金会24个，慈

善捐赠总金额超过3亿元。

推动对外开放，营造互利共赢的国际

环境。2022年，中资保险机构积极参与高

水平对外开放，不断优化境外布局，服务跨

境贸易；积极推进对外交流合作，国际化水

平持续提高。保险业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41 场，为跨境贸易服务提供风险保障

11.1万亿元，支持外贸企业获得融资增信

超过3000亿元。

据悉，这是保险业协会连续第4年组

织行业编写社会责任报告，系统呈现了

2022年保险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

举措和突出绩效。发布会上，中再集团相

关负责人介绍了保险业服务国家战略实践

情况；大家保险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保

险业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本报记者 于晗

在新医疗改革的背景下，商业保险与高端医疗的

融合进一步加深。《中国银行保险报》记者注意到，近

来，不少保险公司加大了与高端医疗的资源对接，在

医疗保险保障与客户服务上，愈加将高端医疗资源作

为一张新的名片。

近日，招商信诺人寿举办“走进高医”沙龙活动，向

客户展示了在高端医疗方面的服务能力和资源。据悉，

招商信诺人寿与和睦家医疗不断增进合作，今年5月，招

商信诺人寿与深圳和睦家医院合作启动VIP就诊室。

此外，双方还将深圳和睦家医院以“非昂贵医疗机构”的

身份纳入招商信诺人寿高端医疗保险的产品体系，降低

了客户的准入门槛，客户仅支付普通保费即可享受高端

医疗服务，为保险客户提供了更为经济的支付选择。

8月26日，泰康之家·鹏园在深圳宣布正式落成，

成为泰康之家在全国建立的第16家养老社区。同

时，泰康保险集团在深圳还布局了一家大型三级综合

医院——深圳前海泰康国际医院（筹），目前，该医院

正在加紧建设当中，预计将于2024年正式开业运

营。未来，该医院将与泰康之家·鹏园发挥同城医养

联动作用。

近两年，平安集团提出“综合金融+医疗健康”双

轮驱动战略，并创新开发出以“HMO+家庭医生+

O2O”为核心的集团管理式医疗健康服务模式，拥有

线上医疗旗舰与线下包括北大国际医院在内的丰富

优质医疗资源。在此背景下，2021年7月，平安健康

险与圆和医疗达成战略合作，进一步实现了高端医疗

服务与保险产品深度融合。

实际上，这也代表了当前保险业的趋势。复旦大

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许闲指出，在服

务方面，更多医疗险产品包含增值服务，且服务种类

增多，主要包括就医服务、药品服务、咨询服务和护理

服务等，还增加了护理服务、特药服务等增值服务，愈

加重视术后护理服务、特药垫付服务，力求为消费者

提供更加符合其需求的服务。

在此背景下，构建一个系统且高效的高端医疗生

态圈尤为重要。以招商信诺人寿为例，截至5月，该

公司在全球的医疗合作机构已超150万家，在国内医

疗健康服务网络已覆盖276座城市，直付医疗机构突

破1000家，健康服务网点近3万家。依托广泛的医

疗资源，目前，招商信诺人寿在国内高端医疗市场上

位列市场第一梯队，市场占有率达30%，服务超过

2000家知名企业及8万名企业高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会长敖虎

山不久前出席公开活动表示，高端医疗与商业保险并

非简单融合。在当前行业发展成果基础上，未来应进

一步提升高端医疗与商业保险的竞争力和市场认可

度，这将会涉及整个健康产业链的提升。

“保险业要探索差异化健康服务的保险产品创

新，探索商业医疗保险与医院医保衔接的可行性和有

效渠道，创新多层次健康保障体系的完善手段，为国

家和行业制定政策提供支撑，为商业医疗保险进入医

院提供指导意见和服务支持。同时，医疗机构也应主

动梳理医院的管理流程，为商业医疗保险进入医院畅

通渠道和环境。”敖虎山说。

中国平安发布新会计准则下首份中期业绩报告

驱动业务增长的要素未发生变化

发力高端医疗

保险公司打造新“名片”
2022年保险业赔款和给付支出1.55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