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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邓雄鹰

2023年，虽然人身险业务实现了

久违的恢复性增长，但保险公司当年

仍然呈现增收不增利态势。

根据证券时报记者统计，在新会

计准则下，A 股五大上市险企中国人

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

华保险2023年合计保险服务收入虽同

比增长5.6%，但累计营业收入2.2万亿

元，同比下降1.4%，合计归母净利润则

同比下降27%。

五大险企净利全线下滑

2023年，上述五大上市险企普遍

出现净利润下滑。不过，从保费服务

收入来看，除了新华保险，其他 4家险

企均录得同比增长。

以“寿险一哥”中国人寿为例，在旧

会计准则下，该公司2023年实现营业收

入8378.6亿元，同比增长1.4%，保险业

务收入同比增长 4.3%；归母净利润

211.1亿元，同比下降34.2%。在新会计

准则下，中国人寿实现营业收入3442.7
亿元，同比下降11.5%；实现归母净利润

461.81亿元，同比下降30.7%。

2023年，新华保险实现营业收入

715.5亿元，同比下降 33.8%；实现归母

净利润87.12亿元，同比下降59.5%。

承保和投资是维持保险公司持续

经营的两驾马车。随着利率长期下

行，承保端和投资端因此承受的压力

正在持续释放。从 2023年业绩来看，

投资收益大幅减少成为拖累保险公司

净利润下滑最重的一块大石。

以中国人寿为例，按新会计准则

下的合并利润表，该公司 2023年保险

服务收入为 2124.45 亿元，同比增长

16.4%，但是投资收益从2063亿元大幅

下滑至 314.9亿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从-87.51亿元进一步扩大至-327.86亿

元，两项合计减少营收1988亿元。

剔除短期波动较大的投资收益后

的数据也受到了挑战。营运利润以财

务报表净利润为基础，剔除短期波动

性较大的损益表项目和管理层认为不

属于日常营运收支的一次性重大项

目，被认为更能反映寿险及健康险业

务等长期业务的实际经营情况。

以中国平安为例，2023年该公司

实现归母营运利润 1179.89亿元，同比

下降19.7%。其中，该公司寿险及健康

险业务归母营运利润为 1050.7亿元，

同比下降3.2%。

2023年，中国太保实现归母营运

利润 355.18亿元，同比下降 0.4%。太

保寿险合同服务边际余额 3239.74 亿

元，较上年末下降 0.8%；合同服务边

际，是指企业因在未来提供保险合同

服务而将于未来确认的未赚利润。

普遍下调长期回报假设

2023年年报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

现象是，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平

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等纷纷将寿险

长期投资回报率假设下调至 4.5%，这

也是该假设7年来再度下调。

率先下调长期投资回报假设的上

市险企，是率先发布年报的中国平安。

据 2023年年报，中国平安审慎下

调寿险及健康险业务内含价值长期投

资回报率假设至 4.5%、风险贴现率至

9.5%。中国平安称，这是基于对宏观

环境和长期利率趋势的综合考量。

此前，中国平安曾对上述两个假

设进行过调整——2009年将风险贴现

率由 11.5%下调至 11.0%；2016年将非

投资连结型寿险资金的未来年度投资

回报率上限从 5.5%调整至 5%。上述

假设一直延续至2022年。

除了中国平安，A股上市险企多在

2016年左右调整更新了投资回报率假

设，中国人保也在 2020年调整了未来

年度投资收益率假设，2022年上市险

企的长期投资回报率假设普遍为5%。

近年来，长期低利率环境叠加资

本市场剧烈波动，使得保险资金投资

收益率持续下滑，现行投资回报假设

再度面临挑战。

2023年年报中，中国人寿采用的投

资回报率假设从5%下调至4.5%，同时

风险调整后的贴现率从10%下调至8%。

中国人保也调低了投资收益率等

精算假设。2023年年报中，人保寿险

采用的投资收益率假设传统险为每年

4.5%，分红与万能险为每年 4.75%；人

保健康的投资收益率假设为 4.5%，此

前投资收益率假设为 5%，同时该公司

将计算内含价值和新业务价值的风险

贴现率从10%调降至9%。

中国太保2023年长期险业务的未

来投资收益率假设也从 5%下调至

4.5%，且该公司表示以后年度保持在

4.5%水平不变。短期险业务的投资收

益率假设，参照央行在评估日前最近

公布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水平而确

定。此外，计算太保寿险有效业务价

值和新业务价值的风险贴现率假设则

从11%下调至2023年的9%。

新华保险也在2023年审慎下调用

于内含价值评估的非投连账户长期投

资回报率假设至 4.5%，此前该公司传

统非分红险、分红险等险种长期投资

回报假设为 5%，新传统险的长期投资

回报假设为5.25%。同时，新华保险采

用的风险贴现率从11%下调至9.0%。

加强资负联动成共识

在2023年上市险企业绩的发布会

上，如何防范利差损成为投资者必问

的问题。

新华保险副总裁、总精算师、董秘

龚兴峰在业绩会上表示，2023年投资

市场的波动给整个寿险业上了一堂生

动的利差损风险课——利率对长期负

债而言有杠杆作用，如果不能覆盖负

债成本，产生的损失可能是巨大的。

谈及利差损风险的应对，龚兴峰

表示，首先就是资产负债管理：一是需

要从更高层面、穿透周期的角度来看

待寿险业务，要加强长期主义的理念；

二是提高差异化竞争能力；三是真正

提高资产负债管理的联动，要把资产

端与负债端的壁垒打穿，在公司的组

织架构上强化对于资产负债管理的统

筹领导；四是要不断创新。

他还介绍了新华保险的近期实践。

该公司对一些分红产品账户成立专班，

构成人员包括寿险的渠道部门、寿险的

负债管理部门，以及投资部门和资产管

理公司具体负责账户的投资经理。专班

人员一起研判未来发展情况，包括负债

端销售的情况、资产端配置的情况，形成

资产负债联动，打破了隔离墙。

由此，一方面负债端压降成本，降低

3.5%定价利率的产品，严格执行“报行合

一”，并希望能压降销售费用和其他管理

费用，提高管理效率，压降不必要的成

本，更多让利于客户。同时，资产端也

提升了专业化、市场化的管理要求。

龚兴峰同时表示，新华保险自身

产品对于利率敏感度较高，下一步会

加大对万能、分红等“利变性”产品的

创新力度以及销售力度，从而从长期

更好地压降利差损风险可能的敞口。

中国人寿亦在年报致辞中首次将

“强化资负管理”单独列示。中国人

寿总裁利明光在业绩会上表示，低利

率环境下的寿险应对，首先就是理念

先行，要强化资产负债管理的重要作

用，并将这一理念贯穿到公司经营的

整个链条。

“我们有信心实现相对稳定的长

期投资收益。”中国人寿副总裁、首席

投资官刘晖表示，中国人寿目前的资

产配置稳健，优质资产储备丰厚，具备

了抵御不利因素带来的短期波动的能

力。她坦言，保险资金的资产配置压

力在加大，面对当前市场，中国人寿在

资产配置方面的基调是“守正创新、行

稳致远”。

A股五大险企去年少赚了
加强资负联动应对利差损 证券时报记者 刘筱攸 黄钰霖

低利率、窄息差、营收增速全面

放缓——面对愈发复杂的经营环境，

开年以来一批商业银行或正酝酿或

已着手调整组织架构。

旨在降本增效的组织架构调整，

往往被冠以“优化”之名。近日，某上

市城商行的一位高管就对证券时报

记者表示：“要等‘开门红’大致数据

出来后，再定架构调整的策略。业绩

压力越大，优化力度越大。”

组织架构改革接二连三

截至目前，不少银行已在总行层

面低调改革了相关的组织架构，涉及

零售、对公、风控等多条业务线。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光大银行

去年已将投资银行部下设的战略客

户部（二级部门）职能整合至原公司

金融部，原公司金融部也更名为公司

金融部/战略客户部。

光大银行行长王志恒在业绩发

布会上称：“（此举）加强了体系和队

伍建设，全面重塑战略客户生态体

系，总分行组建协同的行业研究团

队，设立总分行两级的战略行业团

队。”王志恒表进一步示，“上述能力

的提升使公司金融客户基础得到了

夯实，我们搭建了以战略客户、潜力

客户和基础客户为核心的分层分级

分群的客户服务新模式，以全融资品

种服务客户全生命周期，商投私一体

化价值创造的效能在逐渐提升。”

中信银行副行长胡罡在回答投

资者关于资产质量风险管理的问题

时透露，该行正在改革风控体系和组

织架构，风控体系改革主要围绕全面

性、完善性进行，在防范系统性风险

的同时，提高效率、促进发展，实现前

台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的协同。

根据年报披露的信息，此前中信

银行已对公司金融板块进行了组织架

构调整，意在强化客户部门和产品部

门协同发力，推动对公存款快速增长。

除了上述两家银行，证券时报记

者稍早前已率先报道了平安银行的

“变阵”——该行取消了公司金融板

块的行业事业部建制，将原来的六大

行业事业部合并为战略客户部，并在

零售金融板块进行了部分团队的裁

撤整合，分行班子出现大换防。

在阐述架构改革初衷时，平安银

行行长冀光恒提及了三个重要考虑的

因素：一是做强腰部，在全国经济地域

化分化的情况下，要让指挥打仗的人

在前线有更多决策权和资源配置权；

二是坚守分行阵地，杜绝“总行脑袋过

大”的局面；三是对于周期性、波动性

较大的行业，事业部制并不适配。

“过去在以条线为主的基础上，

零售起了很大作用，但现在面临新的

市场变化，我们要做一些及时的调

整。”冀光恒说，在新班子的规划里，

架构改革后的总行主要有两方面职

责：一是制定大的信贷政策；二是及

时调整 FTP（资金转移定价），以支撑

各分行差异化发展。

零售巨头调整动作不小

与其他银行相比，招商银行优化

零售板块组织架构的次数更多，以持

续践行其对市场变化的敏锐感知。

今年 1月，招行总行零售条线增

设了零售客群部。经此调整，招行总

行零售业务板块由零售金融总部、财

富平台部、私人银行部、零售信贷部、

零售客群部、信用卡中心共同构成。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招商银行

此次架构调整的逻辑，相当于将原零

售金融总部和财富平台部的客户拓

展与经营职能，都进行了剥离并整合

至零售客群部。调整后，该部门由原

零售金融总部管理基础客群的团队、

二级部门网络经营服务中心和团体

金融拓展团队、场景拓展团队以及财

富平台部的部分团队组成。

“这是根据目前客户服务的需要

而新设立的部门，主要职责是服务除

私人银行客户之外的其他各类零售

客户。同时，我们也对零售金融总

部、财富平台部、私人银行部的职责

进行了适当调整。改革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更好地落实‘以客户为中心’

的经营理念。”招商银行行长王良说，

过去招商银行没有专门负责零售客

群服务经营的部门，而是分散在零售

条线的各个部门中，面对每年上千万

户的客户增长，原有的架构功能显得

勉为其难。新成立的零售客群部，主

要通过线上化、智能化的服务方式触

达客户，满足客户的服务需求。

“经过几个月的运行后，效果比

较明显。”王良称。

部分银行酝酿改革方案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虽然有些

银行尚未启动实质性的组织架构改

革，但也已对改革方案酝酿多时。

某上市城商行的一位部门总经理

告诉证券时报记者，等一季报“开门

红”数据出来后，就开始设定架构调整

策略，“不存在架构大改的问题，更多

是基于精细化管理的需要做优化”。

上述人士还透露，该行的架构改

革方案如果偏激进，那么就是总体架

构不变，但二级部门会有部分合并；

如果方案比较平稳，中后台大概会有

5%的减员。该行分支行的小微企业

团队和财富管理团队是架构改革的

重点，主要体现在网点功能的合并

——不是每个网点都保留小微企业

团队和财富管理团队，相关团队会进

行合并。

“靠人力堆出来的银行经营模式

到了尽头，以后银行会更加看重人均

单产指标，而不是总量。我发现很多

银行都已经开始研究同等规模银行

的人力成本了，减员控成本，应该是

将来的主要方向。”某上市银行的一

名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时报记者，他

所在的银行，目前正在推进两方面动

作：一是总行的科技和中后台条线实

施成本压降，二是离职率和招聘率的

“剪刀差”在扩大，“人员离职的多，入

职的少”。

某上市股份行行长在业绩发布

会上直言，办公楼不能有闲置，以前

摆鲜花，以后要摆盆栽；机票、酒店、

应酬的开支要有所减少。“总之一句

话——增收太难的话，就节支”。

银行的降本增收保卫战，已然

打响。

降本增效势在必行
银行组织架构改革由点成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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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末，贵州银行资产总

额由上年末的 5337.81 亿元稳健扩容

8.06%至 5767.86亿元。基本面上，贵州

银行不遗余力聚焦本土，加大对贵州本

地实体经济支持。此外，强化科技赋

能、坚持特色化经营，积极推动数字化

转型提速。

资产结构优化
主要监管指标全面达标

贵州银行的资产结构在逐步优化。

全行贷款总额占总资产比 57.55%，同比

提升2.56个百分点。全行存款占总负债

比为67.42%，同比提升0.8个百分点。

先来看负债端。贵州银行各项存

款 余 额 3562.46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加

299.22 亿元，增幅 9.17%。增量大多由

零售端贡献，个人存款余额 1733.62 亿

元，较年初增加 242.56亿元；零售存款

占存款总额比为 48.66%，同比提升 2.97
个百分点。

再来看资产端。贵州银行各项贷款

总额3319.49亿元，较年初增加384.21亿

元，增幅13.09%。其中，实体经济融资余

额较年初增加 285.34亿元，普惠小微贷

款较年初增加94.93亿元，绿色金融贷款

余额较年初增加55.64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资产规模稳健上升

的同时，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还由

上年末的 11.2%上升至 11.25%；一级资

本充足率由11.91%上升至12.16%。

此外，该行截至 2023年末的不良贷

款率为 1.68%，逾期率 1.94%，拨备覆盖

率287.71%，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

风险等主要指标全面达标。

扎根本土
多维度服务实体经济

贵州银行正全力推进对公业务转

型。截至 2023年末，贵州银行公司贷款

总 额 达 到 2729.61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长

227.05亿元，增幅 9.07%；公司存款总额

1682.32亿元，较年初增长 60.17亿元，增

幅3.71%。

扎根本土，贵州银行不遗余力聚焦

“省之大计”，服务“四新”“四化”。截至

2023年末，贵州银行新型工业化贷款余

额 251.9 亿元，当年累计投放 178.56 亿

元；新型城镇化贷款余额达 1524.18亿

元，当年累计投放207.46亿元；旅游产业

化贷款余额 187.26亿元，当年累计投放

43.5 亿元；农业现代化贷款余额 244.48
亿元，当年累计投放95.84亿元。

贵州银行还锚定重点客群，以“中小

企业信贷通”为抓手，为成长性好、市场

潜力大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有力

地资金支持；围绕产业大招商行动方案

积极参与招商引资活动，主动对接全省

政金企融资活动，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质效。

截至 2023年末，贵州银行实体经济

融资余额达 2046.04 亿元，较年初增长

285.34亿元，增幅16.21%，主要投向酱香

白酒集群、新能源电池产业链及核心企

业圈、磷系、氟系电池材料产业、大数据

行业等领域。

贵州银行为贵州省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实现农村居民增收致富提供有力地

金融支持。2023年，该行向省级及以上

农业龙头企业投放贷款22.79亿元，顺利

发行全省首笔“三农”专项金融债券，成

功落地贵州省首单“保险+期货+银行”业

务。截至 2023年年末，该行乡村振兴贷

款余额 647.03 亿元，较年初增长 137.55
亿元，增幅高达27%。

以 金 融 活 水 浇 灌 实 体 经 济 的 同

时，贵州银行积极践行绿色理念，推

动绿色金融深化创新发展，用实际行

动助推“双碳”战略。 2023 年成功落

地贵州省首笔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碳

减排支持贷款，创新推出“黔林贷”产

品，推动新一代绿色金融管理系统顺

利投产运行。截至 2023 年末，贵州银

行绿色贷款余额 521.94 亿元，较年初

增长 55.64 亿元，增幅 11.93%，主要投

向新型化工、商品林与林下经济、生

态旅游等领域。

对公业务多维度提质增效的成果，

可以从贵州银行客户数的增长得以体

现。截至 2023年末，贵州银行对公客户

数 108981 户，较年初增长 12378 户，增

幅12.81%。

彰显科技底色
建成投产21个数字化项目

贵州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明尚

在2023年年报致辞里用了不小的篇幅阐

述该行数字化转型成果。

“2023年，强化科技赋能、坚持特色

化经营，树立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双轮

驱动业务转型的内涵和目标，坚持用数

字化思维改造经营理念、展业习惯和管

理方法，持续深化数字化转型的机制建

设，从完整的业务需求全图去推进转型

项目落实。”杨明尚表示。

据披露，2023年贵州银行建成投产

了智能微贷、惠农平台、RWA、断直连、

按揭贷款在线化等 21个项目，涵盖了客

户洞察、营销管理、风险控制、渠道建设

等方面，初步织就了全行数字应用生态

网络。

依托数字化转型，贵州银行进一步

下沉服务重心：依托惠农站点延伸服务

半径，开业惠农站点2100多家，实现了全

省乡（镇）一级全覆盖，为农村百姓办理

小额取款、现金汇款、转账汇款、代理缴

费、余额查询等各类交易近80万笔、金额

15亿元。

以数字化转型为契机，贵州银行

积极发挥渠道支撑赋能作用，持续丰

富平台功能，增强渠道金融服务和业

务支撑能力。贵州银行深耕特色场

景，在教育、电商、劳务等场景持续发

力，完成全行 21 家网点厅堂智能化试

点，为网点智能化转型打下基础。截

至 2023 年末，贵州银行电子渠道金融

性 交 易 占 比 99.22% ，全 年 发 生 交 易

6.12 亿笔，较上年增长 1.67 亿笔，主渠

道作用彰显。 （CIS）

贵州银行稳健扩表：资产结构优化，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多维度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