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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财产险公司保费收入保持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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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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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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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财产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速较上年略有下降，整体业务规模呈稳定增长态势。车险

方面，2024 年中国汽车销售量延续增长态势，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汽车市场研究

分会最新零售销量数据统计，2024 年国内狭义乘用车零售市场累计销量达 2289.0 万

辆，同比增长 5.49%，汽车销量的持续增长为车险业务拓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机动

车辆险仍为财产险公司保费收入占比最高的业务。非车险方面，财产险公司持续创新

优化健康险产品，凭借较强的数字化能力与互联网适配性拓展短期健康险业务，加之

近年来良好的健康险保费收入增长已累积了一定规模效应，财产险公司对健康险业

务重视程度持续提升，推动健康险业务收入呈较好增长态势；责任险保费收入增速有

所下降，但整体看非车险业务对财产险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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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财产险公司实现保费收入

16907 亿元（见附表），同比增长 6.55%，增速较上年基本持平；其中机动车辆险保

费收入 9137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35%，增速基本持平，但由于非车险业务规模

增速较好，其占原保险保费收入的比重持续降低；健康险保费收入 2043 亿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16.61%，增幅上升 5.72 个百分点；责任险保费收入 1372 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8.20%，增幅下降 2.25 个百分点。赔付方面，受新能源车险赔付率较高、

南方强降雨等自然灾害影响，财产险公司理赔端承压；2024 年，财产险公司发生赔

付支出 11487 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7.42%。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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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原保险保费收入排名前三的财产险公

司市场份额合计 60%以上，行业头部效应明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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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互联网保险业务规模保持较好增长态势；2024 年，互联网保险制度体系建

设持续完善，监管政策的收紧或将改变互联网保险业务快速扩张的趋势，但长期来

看，有助于互联网保险业务市场规范及行业稳健发展。在互联网保险方面，得益于互

联网普及率以及消费者线上消费接受度提升，同时依托互联网保险便捷性、低成本优

势，近年来我国互联网保险业务保持快速发展态势。根据《中国互联网保险发展报告

（2024）》显示，2023 年我国互联网保险保费规模已达到 4949 亿元，近十年年均复

合增长率达到 32.8%，其中财产险保费规模 1210 亿元，同比增长 5.5%。2024 年 8

月，为规范互联网财产保险业务，防范行业风险，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

“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互联网财产保险业务监管有关事项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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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明确了互联网保险公司之外的财产保险公司开展互联网财产保险业务的准入要

求，对于不满足条件的公司，需立即停止开展新业务；同时金融监管总局下发《关于

进一步规范互联网保险业务有关事项的提示函》，重点规范互联网保险的营销宣传，

禁止无资质人员和机构“挂靠”行为，不得违规宣传、销售非保险金融产品。整体来

看，互联网保险业务的监管政策有所收紧，长期来看互联网保险市场将更加规范，有

利于推动行业稳健发展。 

2024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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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资产结构基本稳定；受利率下行、权益市场波

动以及会计准则切换综合影响，财产险公司综合投资收益率水平较上年同期有所回

升。考虑到目前处于低利率的环境，资本市场或将持续震荡，财险公司未来投资收

益实现仍面临一定压力。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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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末，财产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

2.22 万亿元，同比增长 9.71%，其中债券投资占比 39.14%，银行存款占比 17.37%，

股票及长期股权投资合计占比 10.83%。投资收益方面，2024 年，得益于三季度以来

资本市场回暖，同时债牛行情持续，部分险企在新金融工具准则切换下进行资产重分

类，其公允价值浮动盈亏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行业综合投资收益率水平较上年同期回

升明显；但由于部分债券的浮盈不再体现在财务投资收益中，同时叠加长端利率不断

下行影响，保险资金配置压力仍不断增加，财务投资收益率仍有所承压。2024 年，

财产险公司年化财务投资收益率 3.05%，年化综合投资收益率 5.51%，均高于上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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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前三季度，我国财产险公司净利润同比显著提升，行业的主要利润集中于

头部大型保险公司，同时仍有多家险企呈亏损状态，分化效应凸显，中小保险公司

盈利持续承压。2024 年前三季度，得益于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持续扩大以及短期健

康险、农业保险等非车险业务较好的拓展，业务结构得到持续优化，加之资本市场回

暖，投资收益水平提升，财产险公司净利润水平较上年同期显著增长。2024 年前三

季度，86 家财产险公司共实现净利润（偿付能力报告口径，下同）507.05 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 14.91%，其中 63 家财险公司实现盈利共计 520.63 亿元，23 家财险公

司共计亏损 13.57 亿元；人保财险、平安产险、太保财险和国寿财险四家头部财险公

司实现净利润共计 439.95 亿元，同比增长 13.14%，占全行业净利润的 86.77%，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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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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财产险公司整体偿付能力有所提升且保持充足水平，同时，《关于延

长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Ⅱ）实施过渡期有关事项的通知》的发布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保险公司经营波动风险，缓解了部分保险公司的资本补充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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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4 年末，保险公

司的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99.4%，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3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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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209.2%和 238.5%，

均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但另一方面，少量财产险公司由于公司治理、可资本化风险、

声誉风险等方面存在风险，其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在 B 以下。根据已披露的 75 家财产

险公司 2024 年 4 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摘要及最新一期风险综合评级结果显示，安华农

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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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和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综合评级结果均为 C。同时，安心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核心及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负值，已严重不达标，风险综合评级为 D；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 2023 年第 3 季度以来（风险综合评级为 D）未按时披

露偿付能力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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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财产险公司中共有 4 家发行资本

补充债券，发行规模 310 亿元；财产险公司尚未有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发行。此外，

2024 年以来，合计 6 家财产保险公司通过增资扩股等方式补充资本，合计增资规模

31.36 亿元，上述增资事项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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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发

《关于延长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Ⅱ）实施过渡期有关事项的通知》，为一些

因新旧规则切换导致偿付能力充足率下降的财产险公司提供了更充裕的时间来规划

和实施资本补充措施，降低了部分财产险公司的经营波动风险，有利于保险行业稳健

均衡发展。 

2024 年以来，监管机构继续保持审慎的监管态度，同时不断完善监管制度体系，

强化精细化管理，推动行业持续优化业务结构和风险控制能力，为保险行业的健康

发展夯实制度基础。2024 年，保险行业监管政策密集出台，以“强监管、防风险、

促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推动行业完善公司治理、降低负债成本、提升风险防控能力。

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国十

条”），明确了保险业未来 5 至 10 年的改革发展方向，强调了服务实体经济、防控

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目标。同时，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新保险合同准则的实施，

虽然给保险公司带来了一定的调整压力，但也增强了财务透明性和风险管控能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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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公司通过合理分类金融资产并通过预期损失模型真实反映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与风

险，同时财务透明性及数据可比性将得到进一步增强。此外，保险行业全面推进“报

行合一”，进一步规范了银行代理渠道、经代渠道和个险渠道的业务，使得保险公司

在产品设计和备案时更加科学合理地确定费用结构，佣金费率等关键指标与实际经

营行为保持一致，费用精细化管理程度大大提高，为保险行业的长期稳健经营和高质

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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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保险公司及财产险公司主要数据表现情况 

主体级别 
2023 年末 

/2023 年 

2024 年一季度末 

/2024 年一季度 

2024 年二季度末

/2024 年前二季度 

2024 年三季度末

/2024 年前三季度 

2024 年末 

/2024 年 

保险公司 

资产总额（亿元） 299573  299381 337964 350024 359058 

资金运用规模（亿元） 281574  299381  308668  321512  332580  

净资产（亿元） 27348  29436  30416  32146  33247  

年化财务投资收益率 2.23% 2.24% 2.87% 3.12% 3.43% 

年化综合投资收益率 3.22% 7.36% 6.91% 7.16% 7.21%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28.2% 130.3% 132.4% 135.1% 139.1%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97.1% 195.6% 195.5% 197.4% 199.4% 

财产险公司 

保费收入（亿元） 15868  4905  9176  13067  16907  

赔付支出（亿元） 10694  2554  5238  8112  11487  

资产总额（亿元） 27593  28850  29738  29699  29012  

资金运用规模（亿元） 20200  20262  21091  21358  22206  

年化财务投资收益率 2.93% 2.80% 3.20% 3.14% 3.05% 

年化综合投资收益率 2.87% 4.84% 5.03% 5.47% 5.51%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06.2% 206.3% 210.2% 203.9% 209.2%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38.2% 234.1% 237.9% 231.8% 238.5% 

注：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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