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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保险行业直保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增速高于之前年度，且人身险公司

保费收入占比较高；人身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转为正增长但增速较缓，财产险公司

在车险费改影响弱化及非车险业务快速发展下，保费收入规模呈现较好增长态势。

2022 年，保险行业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4.70 万亿元，同比增长 4.58%，仍以人身险

原保费收入为主。人身险公司保费收入方面，2022年，在经济持续下行及各项政策持

续推行的背景下，人身险公司各渠道线下营销受阻、代理人队伍持续流失，业务供给

端受到一定挑战；另一方面，从需求端来看，在经济持续下行及收入不稳定性增强的

背景下，出于避险心态，居民储蓄意愿增长而消费意愿持续减弱，故对储蓄类寿险产

品需求有所回升，对医疗、重疾等消费型险种产品需求走弱；整体来看，人身险公司

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呈小幅回升态势，但增速较缓，保费收入增长仍面临一定压力。

2022 年，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3.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8%。其中，寿

险业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2.45万亿元，同比增长 4.02%；健康险业务实现原保险保

费收入 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0.06%。从产品结构来看，2022 年，寿险和健康险业

务原保险保费收入分别占人身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 76.40%和 22.04%，寿险业务原

保险保费收入占比较之前年度有所提升，健康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占比同比有所下

滑，意外险原保险保费收入占比保持在较低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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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速较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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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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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保业务加快发展的背景下，国内再保险行业保持较快发展

态势；再保险行业集中度高，头部效应明显。与国外相比，中国再保险行业发展较晚，

截至 2022年末，中国境内共有 14家再保险公司，包括 6家中资再保险公司及 8家国

际再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其中 6家中资再保险公司分别为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财产再”）、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人寿再”）、

太平再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再”）、人保再及前海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前海再”）及中国农业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再”）；8家国

际再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分别为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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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瑞士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瑞士再”）、法国再保险公

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法国再”）、德国通用再保险股份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德国通用再”）、信利再保险（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利再”）、汉诺

威再保险股份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汉诺威再”）、RGA美国再保险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RGA 美国再”）和大韩再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大韩

再”）。近年来，在直保业务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内再保险市场保持较快发展态势。

2022年，再保险行业分保费收入 2288.26亿元，同比增长 8.73%。从市场竞争格局来

看，再保险行业头部效应明显。随着 2021 年中农再的成立及业务规模的快速增长，

再保险公司市场份额及排名数据有较大变动，但市场集中度仍保持较高水平。截至

2022年末，在 14家再保险公司中，分保费收入前 5的再保险公司市场份额合计占比

保持在 70%以上，其中前 2 大再保险公司人寿再与财产再市场占比在 50%左右，市

场集中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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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保公司偿付

能力受到一定负面冲击，保险行业偿付能力尚处于充足水平；再保险公司整体偿付能

力充足率水平优于直保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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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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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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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保险公司的平均综合偿付能力

充足率及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 196.0%和 128.4%，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其中财产险公司、人身险公司、再保险公司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 237.7%、

185.8%和 300.1%，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 206.8%、111.1%和 268.5%。整体行业

偿付能力尚处于充足水平，与人身险公司相比，再保险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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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的再保险公司数据，

14 家保险公司风险综合评级为 A 类级别结果的共有 10 家，其余 4 家为 B 类结果，

无偿付能力不达标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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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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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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再保险公司无资本补充债发行情况；2023年以来，太平再、财产再及人寿再各发行

一期资本补充债券，债券发行规模分别为 13亿元、40亿元及 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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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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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再保险行业保持较快发展态势；再保险公司市场竞争格局

变化不大，市场集中度高，头部效应明显；值得注意的是，2023 年以来，中资及外

资再保险公司内地分支机构业务发展呈现一定分化，个别再保险公司保费收入波动

较大。2023年上半年，在直保业务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国内再保险市场保持较快发展

态势；再保险行业分保费收入 1345.14亿元，同比增长 13.26%。再保险行业头部效应

仍较为明显，市场集中度保持较高水平，截至 2023年 6月末，14家再保险公司市场

份额及排名较上年末变动不大，其中，法国再分保费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111.15%，排名提升至第五位；分保费收入前 5 的再保险公司市场份额合计占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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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75%，其中前 2 大再保险公司人寿再与财产再市场份额保持在 50%左右，市场集

中度高。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上半年，再保险公司业务发展呈现一定的分化，中资

再保险公司业务增速普遍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但除法国再及瑞士再以外，其余外资再

保险公司内地分支机构保费收入增速较缓或出现负增长；此外，中农再作为政策性再

保险公司，积极承担农业风险保障责任，其保险业务收入规模持续增长。从偿付能力

数据来看，截至 2023 年 6 月末，国内再保险公司整体偿付能力较上年末有所下降，

但仍保持充足水平。截至 2023 年 6 月末，国内再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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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2%和 239.3%，较上年末有所下降，但整体保

持充足水平。根据已披露的 2023年 2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摘要相关内容，14家再保险

公司偿付能力均达标；2023 年上半年，财产再及太平再分别发行 40 亿元及 13 亿元

资本补充债券，推动其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提升，但多数再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水

平较上年末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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