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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车险业务保费收入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但受政策变动等因素影响，责

任险及健康险等非车险业务增速有所回落，财产险保费收入保持增长但增速有所放

缓；非车险业务保费收入对财产险公司保费收入的贡献度持续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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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险公司保费收入主要靠

车险业务收入拉动，汽车销量的持续增长为车险业务拓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2023 年

以来，中国汽车销售量延续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的扩大成为拉动行业增长

的主要因素，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市场研究分会零售销量数据统计，2023 年，

国内狭义乘用车市场累计销量达 2169.9 万辆，同比增长 5.6%；其中新能源车型累计

零售 773.6 万辆，同比增长 36.2%。汽车销量的持续增长为车险业务拓展提供了较好

的基础，2023 年车险保费收入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另一方面，随着公众保险意识提

升，非车险保费收入持续增长，但受政策变动等因素影响，责任险与健康险等保费收

入增速有所回落，使得财产险保费收入增速放缓。2023 年，财产险公司保险业务收入

15868 亿元，同比增长 6.73%，增速较上年下降 1.98 个百分点；其中机动车辆险保费

收入 867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64%，增速较上年基本持平；责任险保费收入 126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45%，增幅下降 2.32 个百分点；健康险保费收入 1752 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0.89%，增幅下降 3.77 个百分点。从财产险公司保费收入结构

来看，机动车辆险仍然是财产险公司保费收入占比最高的险种，非车险保费收入对财

产险公司保费收入的贡献度呈持续提升态势；此外，短期健康险为财产险公司的保费

收入贡献的第二大险种，农业保险对保费收入贡献度持续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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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产险市场竞争格局来看，2023 年，财产险

市场竞争格局变化不大，行业保费收入市场集中度高，头部险企排名稳定。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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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保险业务收入排名前三的财产险公司市场份额合计超 60%，行业头

部效应明显。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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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能力亦提出更高要求。 

我国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较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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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增长态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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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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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集团全资收购易安财险并更名为深圳比亚迪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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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保险有限公司。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 至 2022 年，从事互

联网保险业务的企业已从 60 家发展到 129 家，互联网保险的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到 32.3%。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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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银行存款仍为主要投资资产类别；受保险公司投资资产配置管理逐步加强、资本市

场回暖影响，财产险公司综合投资收益率水平较上年同期有所回升。在低利率市场环

境以及优质资产项目稀缺的背景下，财产险公司资产配置压力及风险管控挑战有所

加大；考虑到目前处于低利率的环境，资本市场或将持续震荡，险企未来投资收益实

现仍面临一定压力。2023 年以来，随着行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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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资产负债匹配及流动性管理需要，财产险公司银行存

款及债券投资占比保持较高水平。截至 2023 年末，财产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 2.02 万

亿元，同比增长 4.59%，其中债券投资占比 37.82%，银行存款占比 18.09%，股票及

长期股权投资合计占比 12.73%。投资收益方面，2023 年以来，受保险公司投资资产

配置管理逐步加强、资本市场回暖影响，行业综合投资收益率水平较上年同期有所回

升，但在长端利率下行背景下，保险资金配置压力仍不断增加。2023 年，财产险公司

综合投资收益率 2.87%，高于上年水平。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小保险公司在市场

波动加大的背景下资产配置压力增加较明显，同时由于保险业务转型、偿付能力制约

和投研能力不足等因素导致投资收益增厚手段相对有限，与头部险企的投资绩效差异

趋于明显；考虑到资本市场整体处于低利率的环境仍将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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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以来，我国财产险公司净利润同比有所下降，有多家险企呈亏损状态；

行业的主要利润实现仍集中于大型保险公司，中小保险公司盈利持续承压。2023 年

1—9 月，财产险公司共实现净利润 441.69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4.87%，其中 52

家财险公司实现盈利共计 470.57 亿元，33 家财险公司共计亏损 29.30 亿元；人保财

险、平安财险和太保财险三家头部财险公司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共计 369.20 亿元，

同比下降 15.56%，占全行业净利润的 83.59%，中小保险公司盈利持续承压。财产险

行业的分化效应不断凸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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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目前经济发展不确定因素仍较多，资本市场或将

持续震荡，保险行业盈利实现仍面临一定压力。 

2023 年以来，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Ⅱ）》（以下简称“规则Ⅱ”）

实施叠加资本市场波动、业务规模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水平整体呈

下降态势，财产险行业偿付能力处于充足水平；《关于优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标

准的通知》的实施有利于中小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其更好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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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场竞争及行业稳健均衡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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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9 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金融监管总局”）

发布《关于优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标准的通知》，采用最低资本折扣计量的方式，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水平，同时针对不同类别、不同规模的保

险公司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折扣比例，体现了监管对保险公司差异化、精细化管理模式，

并体现了国家对中小保险公司业务开展、稳健经营的支持，有利于中小保险公司更好

参与市场竞争，有利于保险行业稳健均衡发展。截至 2023 年末，保险公司的平均综

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97.1%，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28.2%；其中财产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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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2%和 2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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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财产险公司中共有 2 家发行资本补充债券，合

计发行规模 115 亿元。截至 2024 年 3 月末，财产险公司尚未有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发行。此外，2023 年以来，多家财产保险公司通过增资扩股等方式补充资本，其中，

阳光财险原股东按原持股比例等比例增加股本 7.10 亿元，注册资本增值 64.57 亿元；

比亚迪财险获批增资 30 亿元，由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出资，增资后注册资本为

40 亿元；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原股东按原持股比例等比例增资方式增加注册资本

10 亿元；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引入河南投资集团及河南农开产业基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合计增资 18.91 亿元，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保险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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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监管机构继续保持审慎的监管态度，同时金融风险防控力度持续加大，

保险行业规范及制度持续推行为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夯实制度基础。2023 年，随着

金融监管总局正式揭牌成立，在原银保监会职责的基础上，将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责、

投资者保护职责等一并纳入金融监管总局统一管理；同时，随着各项保险监管政策相

继出台，保险行业监管制度体系持续完善并推动国内保险行业高质量发展。在促进高

质量发展方面，监管机构要求上市保险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新金融工具准

则与新保险合同准则，推动保险业持续回归保险保障本源；同时，要求财产险公司扩

展服务内容，拓宽服务范围，持续夯实风险减量服务基础，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此外，明确农业保险的精算规则，基于基准纯风险损失率、附加费率和费率调整系数

三要素，实现农业保险价格围绕风险进行有管理的浮动；同时，进一步规范了保险销

售行为，将保险销售行为分为保险销售前行为、保险销售中行为和保险销售后行为三

个阶段，区分不同阶段特点，分别加以规制，提升保险行业销售行为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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