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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直保公司保费收入整体实现较快发展，对再保险行业发展产生推动作

用。再保险业务基于原保险合同展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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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在预定利

率持续调整的背景下，市场对寿险产品需求得到持续释放，人身险公司保费收入实现

较好增长。2024 年，财产险公司保费收入保持稳步增长，车险仍为最主要险种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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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人身险公司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40056 亿元，同比增长 5.7%；财产险公司实现原保

险保费收入 16907 亿元，同比增长 6.5%。 

在直保业务发展推动加之保险业务风险分散需求持续增加的双重背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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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前三季

度，再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同时需关注业务规模扩大以及巨灾风

险加大对其展业策略及业务准入风控带来的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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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经济增长和居民保险需求增长下，

中国的再保险市场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2024 年 7 月，曼福再保险公司北京分公

司获批成立，再保险市场的开发程度持续提高；截至 2024 年末，中国境内共有 15 家

再保险公司，包括 6 家中资再保险公司及 9 家国际再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2024 年，

在直保业务发展以及直保公司风险分散需求增加的双重背景下，国内再保险市场保持

发展态势，再保险行业资产规模同比提升；截至 2024 年末，再保险公司资产规模达

到 0.8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0.81%。保费收入及赔付方面，2024 年前三季度，受直保

公司保障型保险产品增长乏力影响，再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同时，

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加之受极端天气事件、灾害事故频发等影响，个别再保险公司

农险、巨灾险等相关险种赔付增加，再保险业务整体承保风险有所上升，其展业策略

及业务准入风控面临挑战；2024 年 1—9 月，再保险行业实现保险业务收入 1841.73

亿元，同比下降 2.65%，共有 8 家再保险公司赔付率较上年有所上升。从市场竞争格

局来看，再保险行业头部效应明显，市场集中度维持在较高水平，且头部再保险企业

的排名相对稳定。截至 2024 年 9 月末，国内全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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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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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市场占比在 47%左右，市场集

中度高。 

2024 年前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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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风险水平较低；得益于资产配置管理能力加强、资本市场回暖影

响，再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水平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但由于投资策略偏于稳健，

叠加长端利率不断下行，整体投资收益水平仍弱于直保公司；在低利率环境持续、优

质资产项目稀缺等背景下，未来投资收益实现面临一定压力。根据再保险公司公开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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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信息显示，2024 年以来，再保险行业在资产规模持续提升的背景下，资金运用余额

保持增长。由于再保险业务的长尾特性，再保险公司对流动性需求更高，其权益类资

产和另类投资资产的配置比例受到限制，投资结构仍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核心，其中

又以中长期利率债和高评级信用债为主，整体投资风险水平较低。投资收益方面，2024

年前三季度，在投资资产配置管理逐步加强、资本市场回暖影响下，再保险公司整体

投资收益率水平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但以配置债券资产为主的再保险公司未能充分

获取权益市场反弹带来的额外收益，同时长端利率下行不断增加保险资金配置压力，

再保险公司整体投资收益水平弱于直保公司。2024 年前三季度，在 15 家再保险公司

中，其综合投资收益率均低于保险行业均值 7.16%，其中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

司最高为 5.42%；考虑目前低利率环境持续、优质资产项目较为稀缺等因素，再保险

公司未来投资收益实现面仍临一定压力。 

2024 年前三季度，我国再保险公司净利润同比有所上升但分化现象凸显，行业

主要利润实现仍集中于头部再保险公司。利润表现方面，2024 年前三季度，得益于

资本市场回暖带动投资收益显著增长，再保险公司实现净利润同比有所上升；14 家

再保险公司共实现净利润（不含曼福再保险）29.00 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22.72%，

其中 11 家再保险公司实现盈利共计 39.66 亿元，3 家再保险公司共计亏损 10.66 亿

元；中国人寿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实现净利润共计

22.52 亿元，占全行业净利润的 77.64%，头部聚集效应显著；而受极端天气影响，农

业险赔付激增，叠加农资与劳动力成本攀升，致使中国农业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亏损

规模最大，共计亏损 10.33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55.79%。再保险行业分化效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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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以来，在承保业务风险上升、资本市场波动以及内外源资本补充不足的

情况下，再保险公司偿付能力指标较上年有所下降，但整体偿付能力充足率水平仍优

于直保公司。偿付能力方面，2024 年以来，由于巨灾再保险、责任再保险等领域承保

业务需求的快速增长，再保险公司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导致资本消耗不断增加；再保

险公司的盈利模式相对稳健，但内源性资本补充速度相对较慢，此外与直保公司相比，

其外源性资本补充不足，2024 年，再保险公司未发行资本债券以及进行股东增资，使

其难以完全抵消业务扩展带来的资本消耗，偿付能力充足指标呈下降态势，但再保险

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水平仍优于直保公司，且显著高于监管红线。截至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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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

和 13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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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2%和 221.2%。 

2024 年，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落实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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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改革为主要目标，相继出台各项保险监管政策，进一步完善保险行业监管制度体系，

持续推动国内保险行业高质量发展。此外，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的深度建设将扩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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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以来，监管机构继续保持审慎的监管态度，防范化解风险、保持保险

业稳健运行将持续作为监管工作的重要主题，已发布的监管政策中涉及保险行业的比

重明显加大，既体现了监管机构对保险业风险防控力度持续加大，亦反映出金融业改

革发展重心将逐步向保险业转移；随着保险业监管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保险业有望

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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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海市人民政府于 2023 年正式启动上海再保

险“国际板”，2024 年 8 月发布《关于加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

将通过登记交易中心建设、外资机构准入路径优化和重点领域支持等，推动再保险市

场体系建设；截至 2024 年末，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已集聚再保险公司 4 家、直保公

司再保运营中心 16 家、经纪公司 3 家，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的深度建设或将促进国

内再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成熟，加速再保险业双向开放的金融体系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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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保险行业及各类型险企主要数据表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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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 

2024 年三季度末

/2024 年前三季度 

2024 年末 

/2024 年 

保险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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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身险公司 

保费收入（亿元） 35379  16639  26291  34879  40056  

赔付支出（亿元） 8189  4798  7063  9199  11519  

资产总额（亿元） 259286  285627  293951  305696  315517  

资金运用规模（亿元） 251914  268726  277113  289405  299525  

年化财务投资收益率 2.29% 2.12% 2.83% 3.04% 3.48% 

年化综合投资收益率 3.37% 7.48% 7.09% 7.30% 7.45%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10.50% 113.5% 115.7% 119.5% 123.8%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86.70% 186.2% 185.9% 188.9%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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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20% 206.30% 210.20% 203.90% 209.20%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38.20% 234.10% 237.90% 231.80% 238.50% 

       再保险公司 

资产总额（亿元） 7471  7751  8064  8231  8279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45.6% 229.1% 226.9% 230.1% 221.2%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85.3% 264.4% 259.3% 262.7% 254.2% 

注：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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