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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车险综合费改影响逐渐弱化，同时在国内新车销量快速增长、短期健

康险、农业保险等非车险险种保费收入快速提升的带动下，财险公司保费收入同比有

所提升；财产险行业市场集中度仍处于较高水平，头部财产险公司市场份额稳定。我

国财产险公司保费收入主要由车险保费收入和短期健康险、农业保险等非车险险种保

费收入构成。2022 年以来，车险综合费改周期性影响逐渐弱化，同时在汽车产业链供

应链逐步恢复、国家购置税减半政策及地方政府促进汽车消费政策影响下，国内乘用

车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实现同比大幅提升，2022 年车险保费收入增速较快；

加之在短期健康险、农业险等非车险业务收入增长的拉动下，2022 年财险公司保费

收入同比有所提升。2022 年，财产险公司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1.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8.71%。其中，车险业务保费收入 0.82 万亿元，同比增长 5.62%。产品结构方面，车

险仍然是财产保险中占比最高的险种，但随着非车险业务的快速发展，车险业务收入

占比持续降低，短期健康险已成为财产险公司的第二大险种。 

从财产险市场竞争格局来看，市场竞争格局变化不大，行业集中程度仍较高。随

着我国保险行业监管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监管政策对于保险公司的规范经营与治理的

要求不断提升，同时当前市场环境对保险公司的业务经营及投研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2022 年，部分头部险企依托于在产品体系、销售渠道、品牌影响力、稳定的投资能力

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在监管体系逐步完善及资本市场较大波动的背景下仍保持相对稳

定的市场份额。2022 年，保费收入排名前 10 的财产险公司市场份额占比在 85%左右，

其中前 3 大财产险公司市场占比保持在 60%以上，市场集中度高。 

目前我国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较少，且业务发展程度差异化较大；得益于监管政

策、保险公司战略倾斜、客户投保偏好等多重因素，互联网车险业务保持较快增长态

势，但由于政策引导下互联网健康险快速整改，短期内业务规模下降，导致互联网财

产保险业务保费收入有所下滑。区别于传统保险公司，互联网保险公司不设分支机构，

产品销售、理赔均线上进行，目前我国互联网保险公司数量较少。2013 年，首家经监

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专业互联网金融企业，互联网保险公司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众安在线”）成立；2015 年，原中国保监会批准筹建易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安保险”）、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

心保险”）、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康在线”）等三家互联网

保险公司。此外，2022 年 7 月 15 日，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原

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易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的批复》，原则同意易安

保险进入破产重整程序；2023 年 5 月 6 日，原银保监会发布《关于易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变更股东的批复》，同意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受让易安保险全部股份。

2022 年上半年，互联网财产保险累计保费收入 530.4 亿，同比下降 1.4%。从险种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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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来看，意外健康险仍为最大险种，但政策引导下，互联网健康险快速整改，短期内

业务规模下降，2022 年上半年，意外健康险保费收入 151.7 亿元，同比大幅下降 24.5%，

占同期互联网财产保费收入的 28.60%；保证保险保费与意外健康险规模基本持平；

此外，得益于监管政策、保险公司战略倾斜、客户投保偏好等多重因素，互联网车险

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22 年上半年，互联网车险保费 89.3 亿元，同比增长 16.6%，

占同期互联网财产保费收入的 16.84%。 

2022 年以来，财产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持续增长，出于流动性管理需求，债券

及银行存款为其最主要投资资产类别；受保险资金配置压力增加、权益市场波动等因

素的影响，财产险公司整体投资收益水平有所下降。在目前低利率市场环境以及优质

资产项目稀缺的背景下，财险公司资产配置压力及风险管控挑战有所加大。2022 年

以来，随着保费收入的持续增长，财产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呈逐年增长的态势；出于

流动性管理需要，财产险公司银行存款及债券投资占比保持较高水平。截至 2022 年

末，财产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 1.93万亿元，同比增长 8.69%，其中债券投资占比 33.61%，

银行存款占比 21.58%，股票及长期股权投资合计占比 13.05%。投资收益方面，2022

年以来，受权益市场大幅回撤以及长端利率下行的影响，投资收益实现难度加大，财

产险公司投资收益率较之前年度有所下滑。2022 年，财产险公司实现财务投资收益

率 3.23%，综合投资收益率 1.49%，均明显低于之前年度投资收益水平。考虑到目前

资本市场整体处于低利率的环境仍将持续，权益市场波动尚存在不确定性，未来财险

公司投资收益水平的提升面临一定压力，但整体资金配置及投资收益实现压力弱于人

身险公司。 

2022 年财产险公司盈利情况分化明显，大中型险企盈利水平较好，部分小型险

企呈现亏损。随着车险综合费改影响减弱以及非车险业务收入的快速增长，部分大中

型财险公司承保利润表现较好，拉动整体盈利水平的提升。而对于部分非车险业务发

展滞后、规模效应不明显及成本控制能力较弱的小型财险公司，承保利润实现承压，

叠加投资收益下滑因素，整体盈利水平不高或呈亏损状态。2022 年以来，面对资本市

场的大幅波动和保险行业自身经营情况的变化，财险公司行业分化效应不断凸显，头

部险企市场份额稳固且行业利润占比较高，未来一段时间内行业分化效应仍将持续。 

2022 年以来，在规则Ⅱ的实施叠加资本市场行情走低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偿付能

力受到一定负面冲击，行业偿付能力尚处于充足水平；保险公司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

债券相关政策落地，进一步拓宽保险公司资本补充渠道，是提高保险公司核心偿付能

力充足水平的重要举措，但仍需关注保险业务规模的持续增长对保险公司资本的消

耗以及规则 II 全面实施等因素对偿付能力充足性的影响。偿付能力方面，2021 年 12

月 30 日，原银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Ⅱ）》（以下简称“规则Ⅱ”)，

标志着“偿二代”二期工程建设顺利完成，保险业自编报 2022 年第 1 季度偿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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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报告起全面实施规则Ⅱ，对于受规则Ⅱ影响较大的保险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过渡期政策，允许在部分监管规则上分步到位，最晚于 2025 年起全面执行到位。

2022 年以来，由于资本市场行情走低，部分保险公司权益类资产收益浮亏，致使其他

综合收益表现为负，叠加利润表现不佳，一定程度上侵蚀所有者权益，亦对偿付能力

产生负面影响。根据 2022 年保险业偿付能力状况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末，财产险

公司的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和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的平均水平分别为 206.8%和

237.7%，与人身险公司相比，财产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水平整体更高；同时，根

据已披露 2023 年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的财产险公司数据，共有 7 家财产险公司风险

综合评级为 C，共 3 家财产险公司风险综合评级为 D，上述公司偿付能力不达标。目

前我国保险公司主要通过股东增资、引进战略投资者、发行资本债券以及资本内生渠

道等方式补充资本。2022 年 8 月 12 日，中国人民银行、原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

保险公司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保险公司无固定期限资本

债券的核心要素、发行管理等规定，自 2022 年 9 月 9 日起实施。推动保险公司发行

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是进一步拓宽保险公司资本补充渠道、提高保险公司核心偿付能

力充足水平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增强保险公司风险防范化解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也

有利于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产品，优化金融体系结构。2022 年，我国财产险公司共发

行两期资本补充债券，合计规模 35.50 亿元；共有 6 家财产险公司进行增资扩股或转

增资本操作，合计规模 30.10 亿元。资本补充力度提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生资本不

足以及规则Ⅱ下风险因子调整带来最低资本升高的压力。 

2022 年监管政策整体延续审慎的基调，逐步健全的监管体系、严格的监管政策

以及相关支持政策有助于国内保险公司持续稳健地经营和发展。2022 年，监管方面

继续保持审慎的监管态势并逐步完善保险行业监管制度体系，进一步引导保险行业发

挥服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功能。同时，保险监管延续“严监管”态势，2022 年全国

保险监管系统累计公布了 1139 张监管处罚的罚单，罚单总金额 2.32 亿元，其中保险

机构合计罚金 1.88 亿元，高管合计罚金 0.44 亿元。此外 2022 年 7 月，原银保监会结

束对华夏人寿、天安财险、天安人寿和易安财险四家保险公司的接管。被接管期间，

华夏人寿、天安人寿主要管理人员进行变更，天安财险挂牌转让保险业务资产包，易

安财险申请破产重整。2022 年，随着各项保险监管政策的相继出台，保险行业监管

制度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推动我国保险行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满

足人民群众需要。在强化监管方面，监管出台管理办法统筹规范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

易的监督管理；进一步加强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监管工作，规范保险资金运用

关联交易行为，防范投资风险；建立健全保险公司非现场监管体系，明确非现场监管

职责分工，规范非现场监管工作流程；加强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监管，提升公司治

理监管评估工作质效。在资本补充方面，允许保险公司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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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拓展保险公司融资渠道，提升风险抵御能力。保险资金运用方面，通过出台相关

政策，拓宽保险资金可投资金融产品范围，进一步优化保险资产配置结构，提升保险

资金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明确委托投资适用主体和投资范围，并对受托人开展相关投

资提出了明确的投资能力管理要求，有利于规范保险资金委托投资行为，防范保险资

金运用风险。此外，监管发布相关规定，强化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监管，促进保险资产

管理行业高质量发展。 

2023 年上半年，健康险、责任保险、农业保险等非车险业务保费收入较快增长，

收入贡献度持续提升；车险仍为财产险公司最主要业务险种，但收入占比持续下降；

需关注财产险公司未来赔付压力及全年盈利情况。我国财产险业务产品仍以商业车险

为主，2023 年上半年，我国财产险公司车险保费收入保持增长，但车险保费收入对财

产险公司保费贡献度有所下降。此外，2022 年 12 月 30 日，原银保监会发布《关于

进一步扩大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等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将进一步扩大

财产保险公司定价自主权，执行时间原则上不得晚于 2023 年 6 月 1 日，需关注未来

财产险公司车险业务收入变化情况。非车险产品方面，政策引导下，财产险公司针对

农险险种进一步创新，保险类型覆盖面持续拓展，使得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实现较快增

长；此外，随着政策利好以及公众保险意识提升，责任险与健康险保费收入持续增长，

非车险业务对财产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的贡献度持续提升，多元化产品策略为财产

险公司业务拓展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但需关注的是近期台风洪涝等自然灾害或将导致

农险、财产险等相关险种赔付率上升，财产险公司理赔端或将承压，需关注财产险公

司全年收入及盈利变化情况。2023 年上半年，我国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8778 亿元，同比增长 9.26%；其中机动车辆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 4195 亿元，同比增

长 5.51%；健康险原保险保费收入 1316 亿元，同比增长 13.84%，为财产险公司的第

二大险种；农业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 1000 亿元，同比增长 22.85%；责任保险实现原

保险保费收入 743 亿元，同比增长 15.02%。2023 年上半年，财产险市场竞争格局变

化不大，行业市场集中度高，头部险企排名稳定。 

从偿付能力数据来看，截至 2023 年 6 月末，我国财产险公司整体偿付能力保持

充足水平，但少量财产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达标。截至 2023 年 6 月末，我国财产险公

司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和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 224.6%和 193.7%，整

体保持充足水平。另一方面，在已披露 2023 年 2 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摘要的财产险公

司中，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富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前海联合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 1 季度风险综合评级

为 C，偿付能力不达标；同时，安心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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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核心及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均为负值，已严重不达标，风险综合评级为 D；深圳

比亚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自 2023 年 5 月 25 日起处于重新开业筹备期，风险综合评级

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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