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2016年快速扩张
保费规格突破2万亿大关

回望人身险业近十年的
发展道路，2014~2016年，可
谓是市场的快速扩张期，人
身险保费收入连续三年实现
双位数增长，分别达到
18.4%、25%和 36.5%，也正
是在这个时期，人身险保费
规模突破 2万亿大关，一路
增长至 2016年末的 2.22万
亿元。

综合当时人身险市场的
发展背景不难发现，保费的
高增长与以万能险为代表的
中短期理财型保险产品一度
盛行不无关系。

海通证券研究报告显
示，2016年底，寿险规模保
费已达 3.45万亿元，而以万
能险为主的“保护投资款新
增交费”5年累计超过 2.5万
亿元。此外，万能险在寿险
保费收入中的占比逐渐提
高，从 2013年的 23%增长至
2016年的37%。

彼时，中短期理财型保
险之所以受追捧与多重因素

影响有关，首先是 2012年监
管在保险资金运用层面推行
了市场化改革，险资的投资
工具大幅扩宽，在此背景下，
伴随着后续资本市场牛市行
情的开启，险资投资收益也
明显提升，从 2012 年的
3.39% 提 升 至 2014 年 的
6.3%。

除此之外，人身险费率
市场化改革也给万能险进一
步发展带来契机。2015年，
监管明确取消万能险不超过
2.5%的最低保证利率，由保
险公司按照审慎原则自行决
定，评估利率上限为年复利
3.5%。

政策的本意是期望借
助费改降低人身险保费价
格、提升产品的吸引力，但
部分中小险企却利用万能
险的投资属性，通过资产
驱动负债模式借机弯道超
车，甚至频频举牌上市公
司，给外界留下“野蛮人”
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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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中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服务实体
经济能力不断提升，金融业正成为支持国民经济
稳定运行的强劲动能。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十年间，中国保险业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
量发展新阶段，连续四年保持全球第二大保险市
场地位。

据报道，我国保险业总资产从2012年底的
7.4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底的24.9万亿元。同
时，我国银行业保险业的总资本也已从2012年底
的9.5万亿元增长至2021年底的32.4万亿元。
保险深度从最初的2.98%上升至3.93%，保险密
度从每人1144元上升至3179元，十年增长了近
1.78倍。在风险保障、服务“三农”发展、支持乡村
振兴等方面，也发挥保驾护航作用。

这其中，占据保费市场份额七成多的人身险，
近十年也在跌宕起伏中回归保障初心，迈向高质量
发展。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谢宽 整理

从高歌猛进到转型求变，在跌宕起伏中迈向高质量发展

保险十年“人身险”回归保障初心

不可否认的是，自 1992年
友邦将保险代理人制度引入中
国以来，人身险市场的快速发
展，离不开海量营销队伍的有
效拉动。

但伴随着行业的巨变演
进，既有的发展模式终究难以
为继，单纯依靠扩大代理人队
伍已很难换来可观的保费增
速，转型变革已是唯一路径。

于是，自2019年上半年起，
银保监会就围绕保险营销员清
虚下发《关于开展保险专业中
介机构从业人员执业登记数
据清核工作的通知》《关于开
展保险公司销售从业人员执
业登记数据清核工作的通
知》等一系列文件，要求保险
公司及中介机构，围绕人员
清虚、信息补全等方面进行
自查整顿。

2020年《保险代理人监管
规定》的落地，又进一步完善了
保险代理机构的准入退出管
理。紧接着，同年年底，银保监
会还发布《关于发展独立个人
保险代理人有关事项的通知》，
标志着独立个人保险代理人制
度正式启航。

在监管政策的引导下，头
部险企主动展开清虚的同
时，也纷纷启动个险渠道改
革，如重修基本法、招募绩优
代理人、发展高质量代理人
队伍等。

公开资料显示，仅 2021
年，五大上市寿险个险代理人
数量就减少超 150万人。另据
保险中介监管信息系统披
露，2021 年我国执业登记的
保险销售人员约 642万人，较
2020 年末的 842 万人减少了

200万人。
除了重塑代理人渠道外，

监管还强化各类型人身险产品
的规范发展，如推动意外险改
革，规范短期健康险业务、互联
网人身险业务、城市定制型商
业医疗险业务，推动新旧重疾
定义切换等。

不过，受行业深度调整、宏
观经济下行，以及新冠疫情的
持续冲击影响，近年来人身险
机构在探寻高质量发展路径
中，也在经历着转型阵痛，面临
新业务增长乏力、保险消费需
求不振等压力。

但长远来看，人身险市场
高质量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健
康中国”战略、个人养老金制度
的稳步推进，也将给人身险行
业带来重大历史机遇，成为拉
动市场稳步增长的新引擎。

对于部分险企奉行的资产
驱动负债模式，监管很快予以
纠偏。2016年原保监会出台
《关于强化人身保险产品监管
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给
万能险的激进式发展降温。

为进一步引导保险产品回
归风险保障本源，降低理财型
保险的经营风险，2017年 5月，
监管又下发了号称史上最严新
规的 134号文，即《关于规范人
身险公司产品开发设计行为的
通知》，叫停“快速返还+万能账
户”类型保险产品。

政策推动之下，兼具长期保
障功能和高内含价值的重疾险
日渐成为人身险市场的“C位”

担当。
有数据显示，2016 年至

2018年，是重疾险保费增长较
快的阶段，保费增速连续三年
超过 40%，分别达到 48.8%、
46.9%和 42.5%，到 2019年重疾
险保费规模已站上 4000亿平
台，达到4107亿元。

重疾险的高增长也带动了
健康险的大发展，数据显示，
2015年和 2016年，人寿保险公
司的健康险保费收入增速分别
高达53.88%和71.37%。

事实上，以重疾险为首的
健康险市场实现高速增长，除
了受理财型保险退潮、此消彼
长的利好因素外，也与监管力

推商业健康险服务“健康中国”
战略、取消代理人资格考试后
代理人规模迅速扩张、互联网
渠道加持以及国民经济水平整
体提高等综合因素影响有关。

相关机构发布的《2020~
2021年度健康险产品研究报
告》数据显示，重疾险保费迅猛
增长的阶段，我国营销员数量
也迎来一波扩容潮，从 2015年
的不到 500万人增长至 2019年
末的 973万人。彼时各大上市
寿险也是依靠百万营销军团带
来营收贡献。

但从可持续发展的层面看，
那时人身险行业对人海战术的
路径依赖已然快走到头了。

2016年回归保障期
重疾险高增长带动大发展

2019年面临转型阵痛期
市场利好带来增长新引擎

我国保险业总资产从2012年底的7.4万亿元增加到2021年底的24.9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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