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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章  金融及保险业　２. 人身保险

２. 人身保险
2 0 2 3 年，中国 人 身 保 险 行业 原保 险 保 费收 入

35,379亿元，同比增长10.3%，在新冠病毒疫情后经济
活动复苏的影响下，三年来首次实现两位数增长。同时，
受中国股市疲软和降息影响，各人身保险公司投资收益率
未达预期，大部分人身保险公司利润下降。在销售渠道方
面，伴随着寿险公司特别是头部寿险公司的业务创新、代
理人渠道的改革，使得保险代理人渠道和银保渠道销售
的原保险保费仍占绝大多数，占总保费的88.1%。2023
年初，国家机构改革后，成立新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以下称“监管部门”），中国金融监管模式由“一行两
会”调整为“一行一局一会”。为配合国家高质量发展政
策，监管部门实施了一系列严格的行政指导和监督管理，
包括要求人身保险行业回归保障、降低人身保险产品预
定利率、执行人身保险产品银行代理渠道手续费“报行合
一”政策、出台《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等。对于一些存
在问题的高风险人身保险公司，为保护投保人利益，由保
险保障基金和中央及地方国有企业共同出资进行重组，经
过几年的处理后，于2023年重启业务。2023年，中国人
身保险市场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政策，德国安顾保险集团
（ERGO）已获准经营保险经纪公司。

※汇率1元=20日元

人身保险市场概况

2023年人身保险市场业绩
2023年，全国人身险行业原保费收入35,379亿元，同

比增长10.3％（表1），摆脱“动态清零”政策下连续三年的

负增长和低增长后，首次实现两位数增长。但是，月保费收

入发展速度呈现出稳定增长后快速增长，然后下降的趋势

（表4）。伴随疫情结束后经济复苏，人身保险产品面对面

销售恢复加快，在实现稳定增长后，监管部门在第二季度发

布了下调人身保险产品预期利率，并要求银保渠道佣金费

用实行“报行合一”政策，这导致6月和7月因抢购而快速增

长，随后一直到12月都出现了下降。

表１： 2015—2023年寿险公司原保费收入历年变
化（单位：亿元）

年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原保费	
收入

15,859 21,693 26,040 26,261 29,628 31,674 31,224 32,091 35,379

同比 24.9％ 36.8％ 20.0％ 0.8％ 12.8％ 6.9％ -1.4％ 2.8％ 10.3％

资料来源：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银保监会）官网
　　　　　　　　

下图显示，新保单（趸交+期交）原保费收入占比自

2010年达到峰值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这是因为新保单期

交方式的原保费收入一直在稳步增长，从而使得已签约保

单的原保费收入比例上升。

图１： 按保费缴纳方式划分的原保费收入占比历年
变化

资料来源：	2023年《中国保险年鉴》

人身险种类现状
如上所述，因监管部门为实现人身保险行业高质量发

展，严格要求下调传统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导致高预定

利率传统人身保险产品在6—7月出现“抢购潮”，传统人身

保险的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3%，占保费总收入的比

重逐步提升。第三领域健康险原保险保费收入增长率接近

3％，低于专注于该领域销售的财产保险公司2023年11%的

增速，该领域是人身保险公司与财产保险公司彼此竞争的

领域。意外伤害保险销售逐渐在成为人身保险公司的敲门

砖产品，原保险保费收入正在下降。

表２： 各保险险种的原保费收入（单位：亿元）

保险
类型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原保费
收入

市场	
份额

原保费
收入

市场	
份额

原保费
收入

市场	
份额 同比

传统人
身保险 23,572 75.5％ 24,519 76.4％ 27,646 78.1% 13%

意外伤
害保险 583 1.9％ 499 1.6％ 450 1.3% -10%

健康险 7,069 22.6％ 7,073 22.0％ 7,283 20.6% 3%

合计 31,224 100％ 32,091 100％ 35,379 100％ 10%

资料来源：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银保监会）官网

销售渠道的动向
人身保险公司的主要销售渠道仍然是保险代理人和银

行代理渠道销售，占原保险保费收入的比例接近90%（图

2）。从2018年开始，银行代理渠道销售占原保险保费收入

的比例接近60%，保险代理人渠道原保险保费收入占比大

幅缩小，这主要是受主要寿险公司2019年前后开始推进的

代理人渠道改革的影响，保险代理人人数大幅下降，推低

了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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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主要销售渠道原保费收入历年变化

资料来源：	2023年《中国保险年鉴》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人身险市场主要险企的原保费收入情况
截至目前，中国人身险市场共有92家寿险公司，其中中

资67家，外资25家（含3家外资独资）。六家国内头部寿险

公司（表3）拉动了整个市场。其中，五家为上市公司，一家

为非上市公司。2023年，上述六家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合

计18,611亿元，同比增长5%，占全行业原保险保费收入的

49.8%，接近半壁江山。

表３： 六家头部企业原保费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公司名称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同比

中国人寿 6,200.0 6,152.0 6,415.0 4％
中国平安人寿 4,570.3 4,392.8 4,665.0 6％
中国太平洋人寿 2,096.1 2,223.4 2,331.0 5％

新华人寿 1,634.7 1,631.0 1,659.0 2％
中国太平人寿 1,486.9 1,540.0 1,689.0 10％

泰康人寿（非上市） 1,647.2 1,784.1 2,032.0 14％
合计 17,635.2 17,723.3 18,611.0 5％

资料来源：	保险协会及各公司官网公开数据

据2022年《中国保险年鉴》统计，外资寿险公司业绩持

续稳步扩大，2022年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2.3%，市场

份额逐步提升至11.6%。

人身保险行业发展动态

监管动态

人身保险预定利率降至3％，预定利率为3.5%的人身
保险产品停售

2023年，保持了10年的传统人身保险产品3.5％的预定

利率下调。2023年4月，监管部门集体约谈人身保险公司，

要求险企新开发产品的预定利率降到3.0%。2023年7月中

旬，监管部门进行窗口指导，要求各保险公司在7月31日前下

架预定利率大于3.0%的普通型人身险产品，以及保底2%以

上的万能险产品。监管部门此举的目的在于防范资产管理

环境恶化可能带来的利差损风险。

基于上述监管部门的政策，在保障型产品保费率上调，

储蓄型产品保底收益率下调的前景下，加之利率下行的趋

势，导致将于7月底停售的传统人身保险产品在6月和7月出

现抢购和销售热潮，整个人身保险行业的原保险保费收入

大幅增长。

表４： 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原保费收入月增长率
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同比(％) 5.09 24.15 18.06 19.60 25.26 42.41

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同比(％) 38.00 -1.06 0.46 -7.51 0.36 1.12

资料来源：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银保监会）官网

银保渠道佣金费用实行“报行合一”政策
2023年8月，监管部门下发《关于规范银行代理保险业

务的通知》。通知要求各人身保险公司支付银行的代理手续

费必须与事先向监管部门报备的金额一致，做到“报行合

一”。该规定旨在改善整个人身保险行业不考虑客户需求而

争相销售高佣金产品的不良竞争环境，规范人身保险行业

的销售行为。同时，通过对冲利差损风险，来提高人身保险

公司的盈利能力。虽然从短期来看，银行代理渠道销售积极

性下降可能会对原保险保费收入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

从长远来看，这是为实现人身保险行业高质量发展必然采

取的措施。

人身保险公司加速投资养老产业
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养老金问题已成

为一个亟待关注的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人身保险公司在

2023年明显加快了在养老产业的布局和举措。五大人身保

险公司均已完成对养老产业的投资。泰康人寿成功实施“养

老年金保险＋养老产业”的差异化战略，2023年原保险保

费收入增长14％，超过行业整体增速。

弱化人身保险公司“开门红”销售策略
多年来，人身保险公司在1—2月“开门红”期间销售业

绩的好坏，决定了其全年的经营业绩。2023年10月，监管部

门发布《关于强化管理促进人身险业务平稳健康发展的通

知》。《通知》要求防范“开门红”期间因过度追求保险销

售和原保险保费收入增加而引发的保单纠纷和虚假陈述风

险。各人身保险公司已将拜访、销售和招揽活动的周期拉

平，弱化了传统的“开门红”销售策略。

2024年的展望与课题
2023年10月，继1997年以来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第六

次会议之后，确立积极的宏观基调，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是人身保险业最重要的使命。2024年，由原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改组成立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

继续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对人身保险公司的稳

健性、资产负债管理、产品开发、销售活动和销售佣金等各

个领域进行监管，以实现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可以预见，人

身保险公司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全面监管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2024年人身保险公司的原保险保费收

入有望在储蓄型保险产品和医疗保险产品等需求释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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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下实现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无法复制过去的快速增长

和扩张。至于底线，计划分阶段对保险代理人渠道和经纪

人渠道实施“报行合一”的行政政策，有望暂时控制支出，

并直接带来收入的增加。在应对老龄化社会这一社会问题

上，作为在银发市场率先布局，并构成其生态圈一部分的养

老保险和护理保险，在推动银发经济的同时，将给行业带来

增长预期。

虽然行业整体情况如上所述，但现实情况是行业两极

分化日益严重，大型人身保险公司凭借规模优势和多年积

累，渡过了人身保险行业发展的困难时期，而中小型人身保

险公司则面临资本金充实渠道受限，以及在规模扩张时面

临销售渠道和资产管理渠道受限的局面。可以说，中小型人

身保险公司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通过差异化策略摆脱目前的

困境，以求得生存。

＜建议＞
1. 关于对外资合资保险公司的限制

① 放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相关
条款限制

　2019年11月29日起施行的《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第五条规定，“外资保险公司主要
股东应当承诺自取得股权之日起5年内不转让所
持有的股权”（俗称“5年锁定规则”）。对于进
入中国保险市场十多年的外资保险公司来说，该
条例已成为其优化股权结构和建立公司治理结
构的障碍。希望细化5年锁定规则的适用对象，
例如将在该规定施行前已满20年的外资保险公
司排除在外，或删除该规定。

② 放宽《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相关条款限制
　2018年4月10日起施行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

法》提高了进入保险市场的普通企业（非保险
类企业）成为保险公司股东的条件，同时为了
规范保险公司治理结构，还规定了出资比例上
限（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不得超过保险公司注册
资本的三分之一）。这使得外资在成立合资保险
公司时，可供选择的合作对象（中方非保险类企
业）变得非常有限。为促进中国保险市场的开放
与健康发展，希望细化外资合资保险公司股东
条件，例如对于满足一定条件（合规状况良好、
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具备投资保险业的资本实
力、合资目的合理等）的中方优良合作对象（中
资非保险类企业），放宽出资比例上限或取消
上限。

2. 公开行业信息

③ 中国保险年鉴等的一致性
　中国保险年鉴等统计数据缺乏连贯性，数据本

身的正确性也存疑。在制作该年鉴时，因各个省
份统计口径不同导致很多数据缺乏统一性，难
以收集数据。希望能统一统计口径及数据汇总
方法等。

④ 重启行业统计数据发布工作
　此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银保监会）每

月会例行发布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等数据，
目前已停止发布。各保险公司网站公布的官方
来源统计数据中，没有发布各公司不同销售渠道
（个险、团险、银保、互联网保险及电销等）的业
绩数据，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市场，希望继续发
布这些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