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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寿合并收入突破5000亿

创历史新高

证券时报记者 牛溪

中国人寿

2015

年度工作会议昨

天结束。 会议透露的信息显示，

2014

年中国人寿合并收入突破

5000

亿元，

同比增长

8%

，创历史新高。

2014

年，中国人寿尽管市场份额

有所降低，业绩增速减缓，但整体经营

仍有一些亮点。 在合并营业收入创历

史新高的同时， 中国人寿合并保费收

入一举突破

4000

亿元，合并总资产增

至

2.7

万亿元，占行业总资产的

26%

，

均位列行业第一。此外，该公司旗下寿

险公司市值达到

9652

亿元，居全球上

市寿险公司第一。

与此同时， 中国人寿旗下公司各

项经营在稳步推进。其中，资产公司受

托管理资产达

2.2

万亿元， 基金公司

一年实现盈利。 财险公司完成

400

亿

元保费收入目标，并拓展农险、责任险

等新领域。 养老险公司成功引入澳大

利亚安保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 管理

资产快速增长； 国寿投资公司成为国

内管理资金规模最大的另类投资管理

公司之一。

去年，中国人寿还参与京东商城、

阿里巴巴上市、 中石化混改， 入股

TPG

、重庆信托，投资伦敦金丝雀码头

等项目。

对于

2015

年各项目标任务，中

国人寿集团董事长杨明生表示，在业

务方面， 做大做强寿险抓好销售队

伍建设， 提升大中城市竞争力同时

巩固农村网点；加快构建“渠道上互

通、业务上互动、线上线下互融”的格

局；投资方面，强化大类资产配置、强

化股权投资、推进另类投资不断提高

投资收益。

杨明生还表示，将把服务主业、提

升主业、延伸主业放到重要位置，以投

资带动保险业务发展， 优化完善激励

约束机制。

安联拟面向电商推网络保险产品

中国十大商业风险因素名单公布

证券时报记者 潘玉蓉

2015

年安联企业风险报告于昨

日发布。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

安联财险中国相关业务负责人透露，

安联将在中国推出面向电商平台风险

的网络保险产品。

网络风险快速上升

互联网重塑了商业生态，也令企

业暴露在新的风险下。

2015

年安联企

业风险报告显示，就全球而言，网络

风险和政治风险是排名上升最大的

两种风险。 网络犯罪给企业带来的损

失增加很快，

2013

年全球网民遭受的

人均损失额达

298

美元， 香港地区网

络犯罪的经济损失在过去三年中翻了

两倍。

据安联全球企业及特殊风险公司

亚太区首席执行官麦德卓介绍， 在欧

洲和美国，由于法律法规比较健全，网

络风险保障产品投保率较高， 投保已

经超过

10

亿美元。这些产品可以针对

企业被网络袭击后的数据损失、 硬件

损失以及声誉损失做出赔偿。

2015

年，安联财险全球企业及特

殊风险部计划在中国推出一款面向电

商平台风险的网络保险产品。 这个产

品主要面向基于网络平台的公司，比

如电商、门户网站、垂直网站，以及有

需求的金融机构。据了解，安联全球企

业及特殊风险公司与安联财险全球企

业及特殊风险部有业务关联。

“十大商业风险” 发布

安联财险昨日发布的

2015

年安联

企业风险报告， 对全球

47

个国家的安

联和全球企业的

500

多名风险专家和

企业保险专家进行了调查，要求受访者

列出所在行业排名前三的风险因素。

报告总结了中国前十大商业风

险，其中，自然灾害、市场停滞和下滑、

业务中断和供应链风险是名列前三的

风险。

安联财险全球企业及特殊风险部

总监曾万里表示，“市场停滞或下滑”带

来的风险， 是指中国企业需要应对经

济增速较预期慢， 以及金融业处于脆

弱性和不稳定性所带来的多种风险。

接近

46%

的受访者将业务中断和

供应链风险视为企业面临的三大风险

之一，比去年上升了

3%

。 业务中断可

能会影响一家公司的供应商和客户，

造成的影响往往比事故本身要严重。

数据显示， 业务中断引起的保险理赔

比直接财产损失高出

32%

。 很多跨国

公司没有将供应链风险纳入风险管理

范围中。

声誉风险、信贷可获得性风险、法

规变更等风险也在对企业构成较大困

扰。 随着社交媒体带来传播方式的改

变，企业声誉风险变得更难掌控。经济

增长的放缓， 导致企业获得信贷的不

确定性增加。 由于各地区监管部门对

金融业务干预的增大， 金融机构最担

心法律规定的变化带来的风险。

工银安盛去年保费收入154亿

位列外资寿险公司第一

证券时报记者 顾哲瑞

最新数据显示，

2014

年工银安盛

人寿保费收入夺得外资寿险公司第

一。工银安盛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公司

2014

年实现总保费收入

154

亿元，其

中， 银保和新渠道占渠道收入的

92%

；实现净利润逾

7000

万元。

对此，一位外资保险公司董事会

秘书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外资保险

公司保费收入过百亿实为不易，现在

外资保险公司每年保费收入一般为

50

亿

～60

亿元，过百亿的极少。 原因

很简单，外资保险公司政策监管严格，

在持股方面，外资占比

50%

，中方占

比

50%

， 因此推行创新改革往往较

难，效率低于全资保险公司。

该董秘还表示， 虽然外资保险

公司的外资股东， 在国外往往是领

先的金融企业，但国外先进的制度、

管理模式和产品往往无法完全复制

到国内，因为国内保险行业，还处于

初级发展阶段。 因此，外资保险公司

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保费增长

缓慢。

对于工银安盛业绩取得新突破的

原因，工银安盛副总裁郭超作了介绍，

首先，工银安盛在产品上做了创新，推

出“财富宝”系列产品，去年销售额达

80

亿。 并在新渠道上推出

18

款网销、

店销的产品，同时推出了专属产品，如

面向有子女的父母推出 “盛世宝贝”；

其次是采用“三专四进”的新模式，“三

专”是指专业队伍、专属产品、专项营

销，“四进”讲的是进银行、进职场、进

市场、进社区。

据了解，工银安盛由工商银行、五

矿集团公司以及全球最大保险集团

AXA

安盛集团联合持股。 其中，工商

银行持股

60%

，

AXA

安盛集团持股

27.5%

，五矿集团持股

12.5%

。 该公司

注册资本

37.05

亿元。

保险业人士建议：

险企应挖掘大数据

变精准骚扰为精准营销

证券时报记者 顾哲瑞

日前第十二届中国财经风云榜保

险分论坛在京举行，在“保险新生态”

下， 保险公司就未来发展纷纷表达观

点。工银安盛人寿副总裁郭超表示，险

企应利用大数据， 变精准骚扰为精准

营销。

友邦中国首席执行官蔡强表示，

保险行业呈现三点新变化， 一是客户

新形态， 消费者购买行为越来越数字

化、移动化、个性化。 对产品的认知越

来越专业、成熟；二是竞争新状态，保

险公司面临的竞争态势从以前的 “地

面战争”，转变成“立体战术”；三是新

环境生态。

对于新形势下保险公司的发展之

路，蔡强说，一是要回归保障根本；二

是注重客户体验， 客户未来要的是多

触点、高度电子化，而不是单一、简单

的互联网化。

对于保险公司如何运用互联网思

维，工银安盛人寿副总裁郭超说，保险

公司必须用互联网思维提升创新发展

能力， 一是要秉承互联网用户第一法

则，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二是要利用

大数据挖掘， 对数据有精准分析、过

滤，变精准骚扰为精准营销。

谈及险资入市投资时，人保寿险

投资部副总经理余浩表示，从“偿二

代”角度来说，股票资产在保险组合

里还是相对谨慎。 过去保险投资最

关键的是考虑收益率，现在要同时考

量收益率占用多少资本金，高风险博

取的投资收益应该进行额外收益率

补偿。

保险影子股浮出水面

板块效应尚待检验

证券时报记者 曾炎鑫

国信证券上市让投资者记住了股

价同样大涨的北京城建， 中山证券和

东莞证券各项创新举措也会直接影响

锦龙股份的股价。 像北京城建和锦龙

股份这样的股票被称“券商影子股”。

同样，在资本市场上还有一批“保

险影子股”，它们已经或正在成为资本

追逐的热点。但也有市场人士表示，多

家上市公司参股的保险公司体量过

小， 对上市公司去年业绩影响较小，

“保险影子股”板块效应尚待检验。

天茂集团大涨背后

在“

1

·

19

”股市大跌中，刚宣布控

股国华人寿的天茂集团显得鹤立鸡

群，不仅二度封涨停，昨日，天茂集

团复牌后第三次涨停， 每股价格达

5.46

元，创下

2011

年

4

月以来的新

高价。 目前天茂集团动态市盈率为

37.78

倍。

对此走势， 市场人士除了认为天

茂集团停牌近

3

个月需要“补涨”外，

转型成为“保险股”也是重要原因。

对此暴涨，业内人士表示，天茂集

团新发布的重组方案是重要原因之

一： 天茂集团将募集资金不超过

98.5

亿元， 其中

72.37

亿元用于收购国华

人寿

43.86%

。 而通过控股国华人寿，

天茂集团赶上这波金融股牛市快车。

自从

2007

年设立以来，国华人寿

共经历了

8

次增资， 作为发起人股东

的天茂集团只参与了前

5

次增资，从

2012

年

9

月之后就并未再参与增资，

甚至还一度卖掉部分股权。

2012

年，天

茂集团以

1.8

元

/

股的价格将

1.05

亿股

国华人寿转让给海南凯益，该笔交易为

天茂集团取得投资收益

1.4

亿元。天茂

集团称，该交易是为了“改善公司的财

务状况，避免公司连续亏损”。

2014

年

4

月，本身财务吃紧的天

茂集团判断 “国华人寿短期内经营情

况难以扭转”，决定出售持有的国华人

寿全部股权， 在荆门产权交易所公开

挂牌转让

1.95

亿股股权，挂牌期满后

与上海博永伦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转让价格为

2.54

亿元， 以此计算，天

茂集团本次出售的国华人寿价格为

1.3

元

/

股。

天茂集团不久后就迅速改变此前

观点，在卖出国华人寿股权一事上“反

悔”，决定不再执行与上海博永伦的股

权转让合同。不但不卖，还要通过定增

募来的

72.37

亿元收购上海日兴康、

上海合邦及上海汉晟信持有的国华人

寿

43.86%

的股权， 实现对国华人寿

的控股。

据计算， 天茂集团本次收购价格

为

5.89

元

/

股， 大大超过此前卖出价

1.8

元

/

股，以及不久前挂牌转让价

1.3

元

/

股。对于这一罕见的“低卖高买”操

作，天茂集团解释，一个是由于

2014

年

5

月以来保险业出台了包括 “新国

十条” 在内的多项重要政策，“为保险

业的发展打开了巨大空间”，另一个则

是国华人寿三季度以来业绩大幅提

升，“未来持续盈利的前景良好”。

保险影子股扫描

事实上，

A

股市场上还有多家上

市公司和天茂集团一样参股了非上市

险企。其中，部分上市公司更是直接受

到险企业绩变动而影响股价，可谓“保

险影子股”。

2014

年半年报数据显示， 截至

6

月末，

A

股中共有

62

家上市公司参股

了

38

家非上市保险公司， 其中有

18

家上市公司对单一险企的持股比例在

10%

以上，除去上市银行的持股外，持

有保险公司股权比例较高的上市公司

包括：中水渔业持有华农财险

22%

股

权，中科英华持有中融人寿保险

20%

股权， 以及新湖中宝持有锦泰财险

18.18%

股权等。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根据

2014

年

12

月

9

日发布的公告，新湖中宝将

向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成都城乡

商贸物流发展投资集团各转让

1

亿

股锦泰财险股份， 转让价款合计

2.7

亿元。

尽管持有非上市险企股权的上

市公司众多，但这些险企大多属于中

小规模， 相当一部分还没走出亏损

期。 以

2013

年为例，当时全行业

138

家险企中有

61

家出现亏损， 亏损面

高达

44%

，其中，新湖中宝参股的锦泰

财险

2013

年亏损

4786.36

万元， 雅戈

尔参股的浙商财险亏损

5521.54

万元，

中联重科参股的吉祥人寿更是亏损

1.32

亿元。一名业内人士表示，寿险公

司往往需要

6

年

～7

年时间才能回收

成本， 财产险也要

2

年

～3

年时间，忍

受较长的亏损期是参股公司不得不

面对的问题。

但是， 由于去年三季度以来的股

债双牛行情， 部分非上市险企的盈利

水平或有明显改善。以国华人寿为例，

该公司在

2011

年

～2013

年处于亏损

状态，其中

2013

年亏损约

2

亿元。 而

去年上半年的净利润也只有

4431

万

元， 而

2014

年全年业绩大幅好转，实

现净利润

14.27

亿元， 创下该公司创

立以来的最好水平， 这意味着国华人

寿在去年下半年净赚约

13.82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 中科英华由于持

有险企股权比例大， 业绩容易受参股

的中融人寿影响， 中科英华是较为典

型的“保险影子股”之一。

2013

年年报

显示， 中融人寿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1.29

亿元，而中科英华同期

净利润只有

146.66

万元，该部分权益

作为长期投资在

2013

年为中科英华

带来了

2572

万元的进账。 此外，

2014

年前三季， 中科英华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5528.38

万元。

有证券分析人士告诉记者，保险

公司盈利周期较长， 如寿险企业通

常要

7

到

8

年， 加上这些上市公司

参股的保险公司体量较小， 保险公

司业绩成为上市公司支柱还需要很长

时间。

民生人寿1亿受让

绿地西安不动产债权凭证

证券时报记者 顾哲瑞

民生人寿昨日公告称， 该公司日

前受让民生通惠资管公司代表民生通

惠得惠

1

号资管产品持有的 “绿地西

安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第一期）受

益凭证

1.005

亿元。

民生通惠作为管理人， 发行了上

述投资计划的产品份额。 募集资金用

于投资绿地西安置业投资建设的西安

绿地正大缤纷项目， 以及西安绿地中

心

A

座项目。 民生通惠资管公司是民

生人寿全资子公司， 成立于

2012

年

11

月，注册资本

1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