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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直保公司保费收入整体实现较快发展，对再保险行业发展起推动作用。

再保险业务基于原保险合同展开，再保险业务覆盖直保公司人身险及财产险全险种业

务，直保行业的发展对再保险行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人身险行业方面，2023 年，在

预定利率调整预期及居民购买储蓄型险种需求上升的背景下，储蓄类寿险业务实现较

好发展，带动人身险公司保费收入实现较好增长，但其中医疗、重疾等保障型产品增

长较为乏力；三季度以来，随着高预定利率产品的陆续停售，人身险公司保险业务收

入增速有所下降；同时 2023 年 8 月以来，为进一步规范银行代理渠道业务，监管在

人身险公司银保渠道施行“报行合一”，要求保险产品佣金等实际费用与备案材料保

持一致，银保渠道手续费用下降且部分保险公司在制度实施初期短暂暂停银保新单业

务开展，“报行合一”的实施对人身险公司银保业务保费收入及对市场竞争情况影响

需保持关注。财产险行业方面，2023 年以来，在国内新车销量快速增长的带动下，车

险业务保费收入稳步增长；但受政策变动因素影响，责任险及健康险等非车险保费收

入的增速有所回落，财产险公司保费收入整体保持增长但增速有所放缓。2023 年，人

身险公司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35379 亿元，同比增长 10.25%，增速较上年增长 7.47 个

百分点；财产险公司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15868 亿元，同比增长 6.73%，增速较上年下

降 1.98 个百分点。 

在直保业务发展推动与再保需求上升的背景下，国内再保险行业保持发展态势，

但受直保行业保障型产品增长乏力影响，再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速有所放缓，同时需

关注业务规模扩大以及巨灾风险加大对其风险管控能力带来的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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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经济增长和保

险需求增长下，中国的再保险市场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截至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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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在直保业务发展以及再保需求提升的背景下，再保险业务持续发展，业

务规模逐年增长；但根据公开信息显示，部分头部再保险公司以保障型险种再保险业

务拉动整体业务增长，2023 年受直保公司保障型保险产品增长乏力，影响此类产品

再保险业务收入下滑，受上述因素影响，再保险公司整体保费收入增速较上年有所下

降；另一方面，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加之极端天气事件、灾害事故频发等影响，再

保险业务的承保风险有所提升，整体风险管控能力面临挑战；截至 2023 年末，再保

险公司资产规模达到 0.7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19%；2023 年，再保险行业实现保险

业务收入 2318.42 亿元，同比增长 1.32%，增速较上年下降 7.41 个百分点。从市场竞

争格局来看，再保险行业头部效应明显，市场集中度仍保持高水平，头部险企排名稳

定。截至 2023 年末，在国内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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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以上，其中前 2 大再保险公司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人寿再”）与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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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占比在 50%左右，市场集中度高。 

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的建设将扩大再保险市场空间，未来在再保险政策红利与

需求红利释放下，再保险市场有望得到进一步发展。2023 年 6 月以来，为促进我国

再保险业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金融监管总局”）

与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启动上海再保险“国际板”，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国际

再保险中心建设的实施细则》，开设了面向全球的再保险分入业务交易市场，支持保

险集团、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在上海设立再保险法人机构、分支机构，并鼓励境内

保险公司在上海设立再保险运营中心专营再保险业务；截至 2023 年末，共有 15 家国

内保险机构获批成立上海再保险运营中心并准予开业，达信（中国）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获批成立上海再保险分公司，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的建设将促进了国内再保险市场

的进一步发展成熟，加速了再保险业双向开放的金融体系成型。 

2023 年，再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持续增长，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最主要投资

类别；受投资资产配置管理逐步加强、资本市场回暖影响，行业投资收益率水平较上

年同期有所提升，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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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再保险公司公开披露信息显示，2023 年以来，

随着再保险公司整体资产规模的持续增长，其资金运用余额亦呈增长的态势；再保险

公司的投资资金组合需具有充分的抗风险韧性，叠加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压力影响，固

定收益类资产为再保险公司的最主要投资类别，其中又以中长期债券投资为主。投资

收益方面，202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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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保险公司整体投资收益率水平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但长端利率持续下行使得以配置

债券资产为主的再保险公司保险资金配置压力不断增加，再保险公司整体投资收益水

平弱于直保公司；2023 年，在 16 家再保险公司中，其综合投资收益率低于保险行业

均值 3.22%的有 12 家；考虑到目前仍处于低利率的环境，资本市场或将持续震荡，

再保险公司未来投资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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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实施叠加资本市场波动、业务规模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再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水平呈

下降态势，但整体偿付能力充足率水平优于直保公司；《关于优化保险公司偿付能力

监管标准的通知》的实施有利于中小再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水平的提升及行业

稳健均衡发展。偿付能力方面，2023 年，在规则Ⅱ实施叠加资本市场波动、业务规模

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再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较上年有所下降，但再保险公司的偿

付能力充足率水平高于人身险及财产险公司，并远高于监管红线。2023 年 9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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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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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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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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三

季度以来，再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指标有所回升。截至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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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和 128.2%；其中再

保险公司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及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 285.3%和 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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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再、人寿再及太平再保险有限公司成功发行

资本补充债券，合计规模达到 103 亿元。从发债成本来看，在市场利率下行背景下，

保险公司发债成本较上年同期大幅走低；同时规则Ⅱ的影响下，保险业整体偿付能力

水平下降，加之部分再保险公司资本补充债券迎来集中兑付，因此再保险公司新发行

资本补充债券需求加大。此外，2023 年以来，人保再通过增资扩股等方式补充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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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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