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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转型之路：2022 年保险业回顾与展望 

摘  要 

回顾 2022 年，中国保险业积极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继续

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一是人身险业在进行深度转型，新业务价

值承压，在业务线中，增额终身寿险是当年产品亮点，满足了

客户低风险偏好和保本理财需求。二是财产险业保费较快增长，

呈现较强复苏态势，其中，车险保费恢复常态增长，农业保险

保费高速增长。三是资产总额增长至 27.15 万亿元，投资收益率

下滑。四是偿付能力风险状况总体可控。 

展望 2023 年，人身险业仍处深度转型期，预计承保业务继

续承压，近两年热销的增额终身寿险增速可能放缓。财产险业

发展受到经济增速上行的拉动，从业务线来看，随着城乡居民

收入疫后恢复性增长，以及政府对汽车消费的支持，预计车险

将稳健增长；伴随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实施，以及各级财

政继续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预计农业保险仍将快速增

长；责任保险在转变政府职能和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

的作用凸显，业务规模将保持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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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2022 年，中国保险业积极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继续向高质量发展转

型，其中，人身险业在进行深度转型，财产险业保费增速较快。2023 年预计保

险业总体上保持稳健发展势头。 

一、2022 年回顾 

2022 年，保险业累计提供风险保障金额 13678.65 万亿元，同比增长了

12.62%。原保费收入（以下简称“保费收入”）46957.18 亿元，其中，寿险保费

收入占比达 52.21%，健康险保费收入占比达 18.43%，财产险保费收入占比达

27.07%。与 2021 年相比，财产险保费收入占比提高了 1.08 个百分点，寿险、健

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在总保费收入的占比都略有下降。 

 

图 1  2022 年保险业原保费收入结构 

数据来源：WIND，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2022 年，保险业保费收入同比增长了 4.58%。在业务结构层面，寿险保费收

入同比增长了 4.02%，回到了正增长区间；财产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了 8.92%，

增幅较快；健康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了 2.44%，增速放缓。 

（一）人身险业仍处深度转型期，新业务价值（NBV）持续承压 

我国人身险公司主要经营寿险、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业务。新业务价值

（NBV）是用于衡量人身险公司在当期经营活动中为股东创造的价值。从经营

结果看，主要上市人身险公司的 NBV 在近几年持续承压，这一趋势在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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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主要受制于人身险业的供需错配导致行业现存的代理人渠道难以满足客户

升级的保险需求。

表 1  上市人身险公司 2022 年 NBV 增速延续负增趋势 

NBV 增速 中国人寿 平安寿险 太保寿险 新华保险 人保寿险

2014-2017 
复合增速

24.0% 45.3% 45.2% 34.9% 15.7% 

2018 年 -17.6% 7.3% 1.5% 1.2% 0.8% 

2019 年 18.6% 5.1% -9.3% -19.9% 7.9% 

2020 年 -0.6% -34.7% -27.5% -6.1% 5.6% 

2021 年 -23.3% -23.6% -24.8% -34.9% -40.6%

2022Q1-Q3 -15.4% -26.6% -37.8% -48.5% -37.0%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季报。

NBV 下滑主要源自长期重疾险等产品的贡献下降，惠民保等普惠型保险对

需求的挤占是主因。惠民保在 2021 年的参保人数超 1.4 亿人次，2022 年的参保

人数超 1.58 亿人次，惠民保的出现使得客户对健康险的认知提升，惠民保基于

地方政府支持，通过提供高保额、低保费的惠民产品快速触达客户，一定程度上

成为长期重疾险的替代品。

在客户保障需求提升的背景下人身险业的商业模式并未出现显著的改变，导

致行业供需错配。在客户对保险产品认知加速提升的背景下，传统代理人渠道基

于个人影响力进行销售的效用正在逐渐减弱。传统代理人通常采用人情销售的模

式，同时为完成考核通常会购买自保件，对保险公司而言呈现“增员即获客”的

态势，但这一销售逻辑的效用当前正明显减弱。这体现为保险公司在传统模式下

基于渠道影响力的销售效率不断下降，即“价值投入比”（NBV/手续费及佣金支

出）的持续下滑。数据显示，自 2017 年以来各上市险企“价值投入比”总体呈

现下行态势，即从边际上看，投入的边际有效性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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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8 年以来上市险企“价值投入比”持续下行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

增额终身寿险是人身险业 2022 年的产品亮点，在居民风险偏好下降时，满

足了客户保本理财需求，受到阶段性热捧。由于长期重疾险需求下滑，人身险公

司把握客户财富管理需求大力推动储蓄类产品销售，其中，以增额终身寿险为代

表的保险理财类产品较好满足客户的低风险偏好需求，推动供需阶段性匹配。从

需求端看，2022 年以来权益市场波动及银行理财破净等影响下，居民风险偏好

明显降低，阶段性偏好高收益确定性的保险理财类产品。从供给端看，保险公司

为完成规模考核，阶段性推出针对理财类产品的费用激励政策，推动代理人加大

理财类产品销售。增额终身寿险作为传统型保险具有 100%的收益确定性。2022

年以来上市险企主推的增额终身寿险预定利率 3.5%，长期持有可锁定具有竞争

力的收益率。根据测算，当前上市险企主推的增额终身寿产品一旦持有期达到

40 年基本可以获得 3%以上的 IRR。 

表 2  上市险企主力增额终身寿产品持有 40 年基本可以实现 3%的 IRR 

（以 10 年期交为例） 

产品
太保长相伴（臻享

版）

平安盛世金越（尊享

版）

国寿臻享

传家

新华鑫荣耀终

身寿

太平岁悦添

富

持有 10 年 1.29% 0.75% 0.07% 0.98% 0.44% 
持有 20 年 2.65% 2.50% 2.22% 2.58% 2.39% 
持有 30 年 2.98% 2.89% 2.71% 2.94% 2.76% 
持有 40 年 3.12% 3.06% 2.93% 3.10% 3.00% 

数据来源：公司官网，保险师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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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产险业保费较快增长，呈现较强复苏态势

2022 年，在我国财产险公司业务中，机动车辆保险（以下简称“车险”）、

短期健康保险、农业保险和责任保险依次居于保费规模的前四位，其它险种的保

费规模较小。

车险保费恢复常态增长。车险综合改革目标基本达成，车险市场平稳运行，

费率走势总体平稳，受当年机动车辆保有量增长的拉动，2022 年，车险保费增

长了 5.63%。 

短期健康保险保费快速增长。财产险公司经营的健康险业务包括城乡居民大

病保险、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以及高端医疗保险等。上述险种具有较高的保

障杠杆，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2022 年，短期健康保险保费增长了 14.66%。 

农业保险保费高速增长。2022 年，财政部门及有关方面继续推动我国农业

保险“扩面、增品、提标”，支持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央

财政拨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434.53 亿元，同比增长 30.3%。全年实现农业保险保

费规模 1219.35 亿元，同比增长 24.95%。农业保险支农、惠农、富农、强农作用

进一步发挥。制度建设稳步推进，监管部门发布了《农业保险承保理赔管理办法》，

行业协会出台了示范条款，推进农业保险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责任保险保费快速增长。责任险保费收入为 1147.5 亿元，同比增长 12.67%。

保险业强化责任保险改善民生和服务实体经济功能，一是加强对新市民的保险保

障，积极发展雇主责任险、家政雇佣责任险等；二是支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

技保险和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当年的风险保障金额同比增长 22%。三是

支持绿色转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当年的风险保障金额同比增长 17%。 

（三）资产总额增长，投资收益率下滑

2022 年末，我国保险业资产总额达 27.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9.08%。保险资

金运用余额 25.05 万亿元，其中，银行存款和债券合计占比达 52.24%，股票和证

券投资基金合计占比达 12.71%，其他投资占比达 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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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2 年保险业资金运用结构 

数据来源：WIND，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保险业投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年末余额占流通 A 股市值之比达到 4.80%，

占我国上市公司总市值之比达 3.63%，是 A 股和港股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 

图 4  保险业投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月末余额占流通 A 股月末市值之比 

数据来源：WIND，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股债市场 2022 年行情总体低迷，保险业投资端承压，拖累保险公司利润表

现。以上市险企为例，2022 年权益市场大幅波动以及长端利率持续下行导致上

市险企投资收益率承压，投资端的压力直接传导为上市险企的利润压力，预计上

市险企 2022 年净利润整体面临较大幅度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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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上市险企 2022 年总投资收益率下行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

图 6  投资收益承压拖累上市险企 2022 年净利润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 

（四）偿付能力风险总体可控

2022 年 4 季度末，从已披露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数据看，人身险公司、财

产险公司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中位数分别为 109.40%，241.03%。人身险公司、

财产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中位数分别为 162.75%，252.56%。在已披露的

保险公司中，最近两期风险综合评级在 B 级及以上的人身险公司、财产险公司

占比分别约 89.66%，90.28%。监管要求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 50%，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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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 100%，风险综合评级在 B 类及以上，保险业偿付能力风

险总体可控。

表 3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概况 

类别 指标 监管要求 1/4 分位 中位数 3/4 分位 

人身险公

司

核心偿付能

力充足率
不低于 50% 87.77% 109.40% 133.58% 

综合偿付能

力充足率
不低于 100% 133.00% 162.75% 185.82% 

财产险公

司

核心偿付能

力充足率
不低于 50% 182.29% 241.03% 413.54% 

综合偿付能

力充足率
不低于 100% 191.89% 252.56% 421.45% 

数据来源：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风险综合评级在 C 类及以下的保险公司有 13 家。除了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

任公司以外，其余保险公司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均高

于 50%、100%；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高于 50%且低于 60%的保险公司有 1 家；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高于 100%且低于 120%的保险公司有 6 家。 

二、展望 2023 年 

（一）人身险业仍处深度转型期，承保业务承压

产品需求仍然较弱。当前客户对人身险业的需求主要聚焦健康保障、财富管

理和养老传承三大需求。（1）健康保障方面，当前人身险公司主流的长期重疾险

产品面临低杠杆瓶颈和渠道困境，并且 80 后和 90 后新客户的消费习惯也与传统

客户有所不同，对长期重疾险需求不足；（2）财富管理方面，当前满足客户理财

需求的产品主要是理财型年金、增额终身寿险等，2022 年在其他金融产品收益

率下滑的情况下，客户对寿险产品的财富管理需求明显提升，但预计随着 2023

年替代品收益率的回暖，对寿险产品的财富管理需求可持续性有限；（3）养老传

承方面，2022 年 11 月以来个人养老金政策的推出将逐渐激发全民的养老需求，

但考虑到银行业和证券业也深度参与了个人养老金业务，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吸引

力有限。

从供给侧看，人身险公司的主流渠道和产品的扩张受到内因（盈利压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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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因（监管）的限制，原有的商业模式到了不得不变革的地步。

渠道方面，费用投入仍然是人身险公司主要的渠道策略，预计利润压力限制

费用投入。当前人身险公司仍然将费用投入作为负债端业务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但由于投入产出效率不断下降，获取同等 NBV 需要花费的费用不断提升，而同

时人身险公司面临较大的利润考核压力，预计利润下滑压力导致人身险公司难以

继续维持现有的大量费用投入的商业模式。

严监管也将限制人身险公司的费用投入行为。2022 年以来监管政策继续趋

严，包括人身险销售新规下代理人将采用分级管理，销售能力与可销售的保险产

品范围挂钩，同时要求加强费用管控，佣金发放突出长期价值导向等。监管从销

售端限制人身险公司费用投入等不合规行为，预计中低端代理人面临收入下降从

而加速脱落，人身险公司人力规模预计仍有进一步下滑空间。

2022 年热销的增额终身寿险产品面临潜在的费差损和利差损风险。一方面，

由于增额终身寿险可通过年金转换或减保方式为客户提供长期储蓄的支取方案，

销售渠道将快速返本作为吸引客户的核心原因，预计长期来看增额终身寿险的退

保风险可能高于精算假设，导致人身险公司面临潜在的费差损风险。另一方面市

场加剧竞争下，人身险公司大都采用监管定价利率上限进行产品设计，但近年来

长端利率不断下行，保险资金的投资收益率呈现下降趋势，而负债端的定价利率

调整相对滞后，导致人身险公司面临潜在的利差损风险。

图 7  十年国债收益率下行速度快于保险定价利率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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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额终身寿险业务增长也受到监管趋严的制约。监管部门频繁发文对消费者

进行保险教育以及从严管理人身险公司的销售行为，防范增额终身寿险误导销

售。特别是 2022 年 11 月发文要求人身险公司对增额终身寿产品开展严格排查，

对存在通报问题的产品严令停售。

（二）财产险业仍将保持较快增速

财产险发展受到经济增速上行的拉动。2016 年以来，除个别年份之外，财

产险保费增速大致与我国 GDP 增速同步。2023 年，我国经济政策把实施扩大内

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预计当年 GDP 增速将在 5%之

上，财产险保费预计也将保持较快增速。

从业务线来看，一是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疫后恢复性增长，以及政府对汽车消

费的支持，预计车险将稳健增长。二是伴随着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实施，以

及各级财政继续加大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预计农业保险仍将快速增长。三是

责任保险在转变政府职能和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作用凸显，安全生产

责任险保险、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IDI）、新材料保险、“首台（套）”保险、

知识产权保险、董事及高管人员责任险（D&O）等业务规模将继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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