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18年，保险业努力转

向高质量发展，高增

长时代基本结束，市

场进入平稳发展阶段。人身险保费增速

经历了由负转正的过程，结构调整的成

效逐步显现；产险保费收入增速优于人

身险，但有放缓之势。

展望2019年，人身险保费收入将企

稳回升，非车险业务还将持续发力。同

时，随着保险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外资保险主体将在中国市场上投入更多

资源。市场主体增加带来的竞争，也将

提高我国保险市场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人身险保费增速由负转正
2018年以来，原保险保费收入延续

了2017年增速放缓的趋势，主要受占

保险市场大半“江山”的人身险业务影

响。

银 保 监 会 发 布 的 最 新 数 据 显

示，2018年1-11月，原保险保费收入

35419.50亿元，同比增长2.97%。其

中，产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10628.76

亿元，同比增长12.08%；人身险公司

原保险保费收入24790.70亿元，同比下

降0.50%。

与2 0 1 7年同期1 9 . 1 7 %的增速相

比，保险业原保险保费收入增速大幅下

降。2018年1-8月，原保险保费收入呈

负增长。分析人士称，2018年以来，

人身险保费收入负增长和增速下滑受多

重因素影响：严监管和“回归保障”基

调下，寿险业面临业务结构调整；其他

产品收益率较高，削弱了保险产品竞争

力；2017年保费收入基数较高等。

对于人身险保费收入负增长现象，

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表示，一个行业在

经济高速发展后出现短暂调整是非常普

遍的现象。同时，经济增速下行、金融

去杠杆影响以及利率上升，也客观导致

了寿险产品竞争力下降。并且，2018年

寿险业保费收入出现负增长跟以往有本

质区别，此次负增长背后是行业主动调

整的结果。

尽管人身险业转型使得保费增长承

压，但结构调整的成效也在逐步显现，

未来保费增长将更为稳健。2018年以

来，保费收入同比降幅呈现逐步缩小的

趋势。其中，2018年1-9月，原保险保

费收入同比增长0.67%，转为正增长，

结束了2018年前8月保费收入增长为负

的局面。与此同时，人身险公司积极采

取各类措施，更加注重发展长期储蓄型

和保障型产品较多的期缴业务和个人代

理业务。

“保险回归保障并非简单的产品结

构调整，而是全方位地对保险公司提出

更高要求。”一位人身险公司人士告诉

记者，转向发展保障型产品要求公司提

高精算能力、运营服务能力、销售能力

等，对公司来说挑战不小。

虽然2018年中国寿险业保费收入一

度出现负增长，但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

布的《2018中国寿险业发展成果回顾

与未来发展趋势研判》提出，结合内外

部环境分析看，国内经济运行平稳，为

寿险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社会总

体消费水平提高，公众风险保障理念深

化，消费者保险需求增强，加之政策利

好将驱动健康险、养老险快速发展，保

险资产在居民家庭资产配置中的占比亦

将不断提升，中国寿险业的总体发展态

势仍然向好。预计中国寿险业保费收入

从2019年起将企稳回升，回归良性正增

长态势。

产险中非车险业务或将成为
增长点

从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来看，

2018年产险保费收入增速虽然高于人

身险业，但增速有放缓之势。2018年

1月，产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

增长2 0 . 7 9 %，而前1 0月该数据降至

12.62%。

一位产险公司人士告诉记者，2017

年启动的商业车险费率改革推行以来，

车险市场竞争激烈，受手续费支出大幅

增长等因素影响，费用率居高不下，给

车险市场带来较大压力，车险市场份额

也在逐步向非车险让渡。

另有分析人士提出，车险保费增速

下降与新车销量增速下滑有关。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1-11月，全国汽车销量2542万辆，同

比下降1.7%。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

计，销量累计增长率全年降幅还将进一

步扩大，预计2018年汽车销量为2800万

辆，同比下滑3%，为1990年以来首次

负增长。

分析人士认为，汽车销量降低同时

影响车险行业，后续非车险业务将成为

我国财险业的增长点。

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庹国柱认为，中

国的财产保险公司不能继续扎堆走在车

险的独木桥上，各险企必须寻求差异化

的经营才有出路。而差异化的范围其实

很广，农业险、保证保险等只是其中一

些，险企在寻求突破时眼光可以更广。

穆迪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经济持

续增长和一些政策措施都将拉动部分

非车险业务的保险需求。例如，得益于

“一带一路”倡议相关举措的支持，国

内企业开展跨境投资和贸易将会增加对

于财产险和货运险的需求。而随着公众

对于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愈加关注，

责任险也有望释放较大增长潜力。在非

车险业务保持较强增长态势的同时，车

险业务保费收入则将放缓。

保险业进一步开放
2018年以来，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指示

精神，银保监会持续推进保险业各项开

放措施落地，同时受理和批准了多项市

场准入申请。

具体来看，银保监会于2018年4月

27日发布《关于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

经营范围的通知》，放开外资保险经纪

公司的经营范围；2018年5月，银保监

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

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提出将人身保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

限放宽到51%。2018年6月，中国银保

监会发布《关于允许境外投资者来华经

营保险代理业务的通知》和《中国银保

监会关于允许境外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

公估业务的通知》。

此外，2018年5月，银保监会正式

批准工银安盛人寿发起筹建工银安盛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2018年10月，银保监

会批准大韩再保险公司在华筹建一家经

营再保险业务的分公司；2018年11月，

银保监会批准德国安联保险集团筹建安

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成为我

国首家外资保险控股公司。

银保监会副主席梁涛认为，从开放

态势看，随着保险行业进一步对外开

放，外资保险主体预计会在中国市场上

投入更多的经济、人力、智力和技术资

源。

在北京工商大学保险研究中心主任

王绪瑾看来，保险业进一步放开，有

利于提高我国保险市场在国际上的竞争

力，促使我国从保险大国向保险强国迈

进。同时，市场主体增加，竞争加剧，

对被保险人而言，有更多的保险产品可

供选择，保险服务的质量会提高。

那么，国内保险公司面临的经营压

力是否会大大增加？中国社会科学院

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金龙认

为，外资保险公司适应中国的市场状况

和国情也需要一个过程。此外，国内保

险公司也在不断提高综合竞争力，想超

越内资保险公司的竞争实力也是很有难

度的。这些年，外资险企保费收入高速

增长，但是市场份额仍比较低。

不过，郭金龙也表示，随着保险业

扩大对外开放，我国保险市场上竞争主

体不断增加，构成愈加复杂，给监管部

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由于外资

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限制放宽，部分

较为依赖个人和中小企业客户的保险经

纪公司的市场份额将面临冲击，市场竞

争压力加大。

保险业谋求更高质量发展
 本刊记者  王虎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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