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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状况进行评估。《NIFD季报》由三个季度报告和一个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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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高质量发展之路：2020年保险业回顾与展望 

摘 要 

不平凡的 2020 年已然过去，中国保险业经受住了新冠肺炎

疫情的冲击，实现了稳健发展。一是承保业务同比增速达 6.13%，

超过 GDP 增速三个百分点以上。尤其是，健康险保费收入同比

增长了 15.66%，行进在高速增长的轨道上。二是资产业务平稳

发展。资产总额超过 23 万亿，保险业投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

年末余额占我国上市公司总市值之比达 3.43%，在 A 股和港股

市场发挥了重要功能。三是风险状况总体可控。 

保险业努力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农业保险基础制度有突破，

运营体系进一步完善。车险综合改革开始实施，为费率市场化创

造条件。寿险经营坚持回归本源，突出风险保障和长期储蓄功

能。个险营销渠道探索高质量发展模式，努力解决“增员难、高

成本”等问题。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两家外资独资保险公司获

批设立。 

展望 2021 年，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被提升到

国家战略高度，迎来大发展机遇。 

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望在四个方面获得突破。一

是设立个人账户养老金登记机构，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下“N

对 1”的养老金账户支付机制提供基础保证。二是加大第三支柱

养老保险产品税收优惠力度。三是个人账户透明化运作，建立个

人账户查询制度。四是探索做实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

户，合并到第三支柱养老保险账户。保守估计，此项举措可以在

短期内快速积累 12 万亿元以上的资产，更好地发挥个人账户投

资推动长期资本形成、资本市场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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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商业健康保险加快发展。长期医疗保险市场活力迸发，供给能力提升，市场需

求得到促进。城市定制商业医疗险保持高速增长，但亟待制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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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凡的 2020 年已然过去，中国保险业经受住了新冠肺炎

疫情的冲击，保持了稳健发展势头，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展望

2021 年，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商业健康保险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

度，迎来大发展机遇。 

一、基本情况 

（一）承保业务低速增长 

2020 年，保险业累计提供风险保障金额 8709.9 万亿元。原

保费收入（以下简称“保费收入”）45257 亿元，其中，寿险保费

收入占比达 52.99%，健康险保费收入占比达 18.06%，财产险保

费收入占比达 26.36%。与 2019 年末相比，健康险保费收入占比

提高了 1.49 个百分点，对保险业的业务贡献日益突出。 

 
图 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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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保险业保费收入同比增长了 6.13%，增速同比下降

了 6.04 个百分点。在业务结构层面，寿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了

5.40%，增速有所放缓。健康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了 15.66%，保

持快速发展态势。财产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了 2.40%，增速明显

放缓。 

寿险保费增速放缓，至少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是股市回暖

和“基金热”对偏储蓄类险种的替代效应；二是行业面临个险营

销渠道转型压力，长期保障类产品的销售增速出现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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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寿险保费增长率 

数据来源：WIND，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健康险较快增长。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疫情增强了居民的健

康保障意识，提高了健康保险需求。2003 年 SARS 疫情爆发对

健康保险需求的促进是另一例证，当年 5 月~8 月，健康保险同

比增速分别为 309.33%、265.3%、157.69%和 131.04%（参见《NIFD

保险业运行 2019 年度报告》）；二是供给侧结构优化。重疾险产

品提高了保障水平和细分程度；商业医疗险呈现长期发展势头；

城市定制商业医疗险实现了政府、商业保险机构和第三方平台的

深层次合作，全年至少在 80 个城市落地，合计已经惠及超过 4000

万人。 

 
图 3  健康险保费增长率 

数据来源：WIND，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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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险增速放缓。2010 年以来，我国财产险保费增速和 GDP

增速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2020 年财产险保费增速的下滑，是

GDP 增速下行的映射，反映了财产险业务发展的顺周期性，与国

际经验也是吻合的。 

 
图 4  财产险保费增长率 

数据来源：WIND，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二）资产业务平稳发展 

2020 年末，我国保险业资产总额达 23.30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29%。保险资金运用余额 21.68 万亿元，其中，银行存款和债

券合计占比达 48.57%，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合计占比达 13.76%，

其他投资占比达 37.67%。 

 
图 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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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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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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占我国上市公司总市值之比达 3.43%，是 A 股

和港股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保险机构投资审慎理性，保险资

金运用总体平稳。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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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风险状况总体可控 

第一，偿付能力状况总体良好。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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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险公司综合偿

付能力充足率中位数分别为 193.77%和 274.11%。 

表 1  偿付能力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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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13% 178.40% 209.80% 

综合偿付能

力充足率 
不低于 100% 161.12% 193.77% 223.37% 

财产险公

司 

核心偿付能

力充足率 
不低于 50% 197.41% 274.11% 391.43% 

综合偿付能

力充足率 
不低于 100% 211.45% 274.11% 391.43% 

注：已披露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数据截至 2020 年 2 月 8 日。 

除了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外，其余保险公司综合偿

付能力充足率均高于 100%；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高于 100%且

低于 120%的保险公司有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已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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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险公司中，最近一期风险综合评级在 B 级及以上的保险公

司占比约 96%。此外，与 2019 年四季度末相比，约三成的财产

险公司提升了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近五成的人身保险公司提升

了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第二，公司治理风险总体可控。从 2020 年保险集团公司治

理监管评估结果来看，10 家参评机构里，评级结果为 B 级（较

好）的有 6 家，评级结果为 C 级（合格）的有 4 家。具体而言，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泰康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评级结果为 B 级（较好）。中国人寿保险（集

团）公司、中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阳光保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和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评级结果为 C 级（合格）。 

总体来看，参评机构基本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了以股

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为主体的公司治理组织架

构，公司治理机制逐步完善，公司治理运作持续规范，良好公司

治理文化逐渐养成。同时，监管部门主动出手化解保险业的公司

治理风险。2020 年，银保监会对安邦集团的风险处置取得阶段性

成效，结束了对安邦集团的接管；为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合法权

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依法接管“明天系”的天安财险、华夏

人寿、天安人寿、易安财险四家保险机构。 

二、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农业保险运营体系进一步完善。《稻谷、小麦、玉米成本保

险行业基准纯风险损失率表（2020 版）》发布，完善了农业保险

定价的科学基础；中国农业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获批设立，农业

大灾风险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创新发展特色农业保险、农业价

格保险等新产品，2020 年，累计提供农业风险保障金额 4.1 万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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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险综合改革开始实施。为了解决车险长期存在的高定价、

高手续费、经营粗放、竞争失序、数据失真等问题，银保监会于

2020 年 9 月发布《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主要措

施包括：提升交强险保障水平、拓展和优化商车险保障服务、健

全商车险条款费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以及改革车险产品准入和管

理方式等。改革实行两月之后，初见成效，约 90%的客户年缴保

费下降，车均保费由 3700 元/辆下降至 2700 元/辆，其中保费下

降幅度超过 30%的客户达 69%。与此同时，市场秩序得到改善。 

寿险经营坚持回归本源，突出风险保障和长期储蓄功能，限

制中短存续期产品发展。投资连结型保险和一部分万能型保险被

监管部门界定为中短存续期产品，对寿险公司的抽样调查表明，

到 2020 年末，各公司投资连结型保险的业务份额下降到 0.5%以

下。另外，上市寿险公司公布的 2020 年半年报表明，各家公司

万能型保险业务份额占比保持在低位（表 2）。 

表 2 上市寿险公司万能型保险保费份额 

年度公司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H） 

中国平安 42.85% 40.31% 34.64% 34.02% 32.51% 30.14% 28.54% 24.84% 20.76% 19.46% 16.68% 16.98% 

新华保险 0.03% 0.03% 0.03% 0.04% 0.04% 0.04% 0.03% 0.03% 0.04% 0.03% 0.03% 0.02% 

中国太保 0.15% 0.10% 0.09% 0.07% 0.06% 0.04% 0.04% 0.03% 0.03% 0.05% 0.05% 0.04% 

中国人保     0.11% 0.10% 0.09% 0.09% 0.10% 0.12% 0.11% 0.08% 

注：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数据为年度数据。 

个险营销渠道探索高质量发展模式。长期保障型寿险的发展

传统上依赖于个险代理人队伍的粗放扩张和“人海战术”，但是，

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消退期，代理人的人力成本日益提高，传统

发展方式面临“增员难、高成本”等困局，难以维系。以中国平

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大型公司开始探索构建强大

支持体系，依靠数字科技赋能，尝试打造“高质量、高产能、高

收入”的代理人队伍。另外，监管部门发布了《关于发展独立个

人保险代理人有关事项的通知》，为探索差异化代理人模式打开

了政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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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2020 年 1 月，安联（中国）保险控股

有限公司在上海开业，成为中国内地首家外资独资保险控股公司。

6 月，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获准改制，成为中国内地首家外资独

资人身保险公司。保险业开放措施全面落地实施，有利于吸引有

经营特色和专长的保险机构进入市场，激发市场活力，增加保险

产品有效供给，促进行业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三、2021 年保险业展望 

2020 年 12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促进人身保险扩面提质

稳健发展的措施，要求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将商业养老保险

纳入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加快建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规范

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被提

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迎来大发展机遇。 

（一）大力推动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发展 

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发展面临瓶颈。在人口老龄化情况

下，本应该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但是，在近几年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以及总的减税降费方针下，2019 年以来反而降低了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率，费率由“20+8”（企业交 20%，个人交 8%）

减为“16+8”，加重了某些省份基本养老保险的缺口状况和中央

财政负担。 

对上述困境可作如下解释：在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和劳动

人口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取

决于能否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采用现收现付制的第一支

柱基本养老保险，养老金缴费额与退休金领取额缺乏必然联系，

企业和员工视之为准税收性质，对于劳动生产率具有一定程度的

抑制作用。面临当前和以后相当长时期存在的基本养老保险的缺

口状况，即使增加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率可解燃眉之急，考虑到经

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政策层面也不得不

选择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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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金积累制框架下，与第二支柱养老金计划在覆盖人群上

互为补充，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发展恰逢其时。可以在两方面发

挥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优势。一方面，根据递延工资理论，第

三支柱养老保险账户缴费额体现为劳动报酬，具有直接的激励作

用，有助于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另一方面，通过完善金融体系

结构，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激励科技创新，为企业家才能充分定

价，藉此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现代经济

中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组成部分。以美国为例，养老基金是美

国风险资本市场和纳斯达克市场的主要资金来源。1980 年，养老

基金投资占当年风险资本总额的 29%，成为第一推动力，至今仍

然保持着 30%～40%的比重。在此，养老基金积累制已成为促进

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制度。 

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望在四个方面获得突破。一是

设立个人账户养老金登记机构，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N 对 1”

的养老金账户支付机制提供基础保证。二是加大第三支柱养老保

险产品税收优惠力度。如提高税前列支比例等。截至 2019 年 4

月底，延税养老保险政策试点期限已满，迄今未推出新的延税养

老保险政策，也未对原有试点政策期限予以延长。三是个人账户

透明化运作。建立个人账户查询制度，将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缴

纳部分放入个人账户统一核算，对于老年职工的空账问题，可以

采取名义账户的计算办法。四是探索做实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

个人账户，合并到第三支柱养老保险账户。我国第一支柱基本养

老保险个人账户长期存在着“空账”问题，可发行 30 年期的特

别国债加以做实，保守估计，在采取做实账户以及账户合并举措

之后，可以在短期内快速积累 12 万亿元以上的资产，更好地发

挥个人账户投资推动长期资本形成、资本市场发展和经济发展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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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 

长期医疗保险市场活力迸发。政策层面已确立了长期医疗保

险产品费率调整机制，在此基础上，2021 年长期医疗保险市场供

需格局将得到改善，一是产品形态进一步丰富，有利于提升市场

供给能力。大公司将重点发展保证续保期间或保险期间在十年以

上的费率可调型长期医疗险，并适度控制风险敞口；中小人身险

公司主推六年及以内的保证费率长期医疗险。二是市场需求得到

促进。这主要是源于长期医疗保险可以实现对带病人群的续保，

为消费者带来长期稳定的医疗保障。 

城市定制商业医疗险保持高速增长，但亟待制度规范。城市

定制商业医疗险引入了公私合作制，较好地填补了传统商保产品

和社会基本医保之间在覆盖人群、产品责任上存在的断层，预计

2021 年覆盖城市和保费都将增加一倍以上。但是，城市定制医疗

险处于现有法律法规体系的模糊地带，行政部门和保险公司的权

责有待进一步明晰，制度层面仍需完善，一是在明晰目标受益人

群的基础上，构建相匹配的政策绩效评价体系；二是规范市场秩

序，比如，对保险公司的赔付率和利润率有所限制，完善承保方

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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