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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财产险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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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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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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有所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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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财产险市场竞争格局来看，市场竞争格局变化不大，行业集中程度仍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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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更高要求。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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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9月，保费收入市场份额前 10家的财产险公司合计占

比较上年略有提升，其中前 3大财产险公司市场占比保持在 64%左右，市场集中度仍

较高，财产险公司头部效应持续加大。

目前我国专业互联网保险公司较少，且业务发展程度差异化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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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增

长态势，但由于政策引导下互联网健康险快速整改，短期内业务规模下降，导致互

联网财产保险业务保费收入有所下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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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首家经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专业互联网金融企业，互联网保险公司众安在线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安在线”）成立；2015年，原中国保监会批准筹建易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安保险”）、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安心保险”）、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康在线”）等三

家互联网保险公司。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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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财产保险累计保费收入

530.4亿，同比下降 1.4%。从险种结构来看，意外健康险仍为最大险种，但政策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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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互联网健康险快速整改，短期内业务规模下降，2022年上半年，意外健康险保

费收入 151.7亿元，同比大幅下降 24.5%，占同期互联网财产保费收入的 28.60%；保

证保险保费与意外健康险规模基本持平；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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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车险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

车险保费 89.3亿元，同比增长 16.6%，占同期互联网财产保费收入的 16.84%。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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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银行存款为其最主要投资资产类别；受保险资金配置压力增加、权益市场波动等

因素的影响，财产险公司整体投资收益水平有所下降。在目前低利率市场环境以及

优质资产项目稀缺的背景下，财险公司资产配置压力及风险管控挑战有所加大。2022
年以来，随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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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末，财产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 1.93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9%，其中债券投资占比

33.61%，银行存款占比 21.58%，股票及长期股权投资合计占比 13.05%。投资收益方

面，2022年以来，受权益市场大幅回撤以及长端利率下行的影响，投资收益实现难

度加大，财产险公司投资收益率较之前年度有所下滑。2022年，财产险公司实现财

务投资收益率 3.23%，综合投资收益率 1.49%，均明显低于之前年度投资收益水平。

考虑到目前资本市场整体处于低利率的环境仍将持续，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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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财产险公司盈利情况分化明显，大中型险企盈利水平较好，部分小型险

企呈现亏损。随着车险综合费改影响减弱以及非车险业务收入的快速增长，部分大中

型财险公司承保利润表现较好，拉动整体盈利水平的提升。而对于部分非车险业务发

展滞后、规模效应不明显及成本控制能力较弱的小型财险公司，承保利润实现承压，

叠加投资收益下滑因素，整体盈利水平不高或呈亏损状态。2022年以来，面对资本

市场的大幅波动和保险行业自身经营情况的变化，财险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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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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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偿付

能力受到一定负面冲击，行业偿付能力尚处于充足水平；保险公司发行无固定期限

资本债券相关政策落地，进一步拓宽保险公司资本补充渠道，是提高保险公司核心

偿付能力充足水平的重要举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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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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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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三季度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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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3%和 23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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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已披露 2022年四季度偿付能力报告的财产险公司数据，共有 5家
财产险公司风险综合评级为 C，共 3家财产险公司风险综合评级为 D，上述公司偿付

能力不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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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财产险

公司共发行两期资本补充债券，合计规模 35.50亿元；共有 6家财产险公司进行增资

扩股或转增资本操作，合计规模 30.10亿元。资本补充力度提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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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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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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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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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