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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保险业交出历史最好成绩单

总资产突破10万亿元，投资收益率达6.3%；去年12月险资投资股票和基金余额增加770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曾福斌

2015

年全国保险监管工作会议昨

日召开。 数据显示，

2014

年保险行业

交出了“历史最好”的成绩单。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表示， 去年全

年全国保费收入突破

2

万亿元， 保险

业总资产突破

10

万亿元，保险业增速

达

17.5%

。保险资金运用

2014

年实现

收益

5358.8

亿元， 同比增长

46.5%

，

创历史新高。 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率

6.3%

，综合收益率

9.2%

，比上年分别

提高了

1.3

和

5.1

个百分点，均创

5

年

最好水平。全行业净资产

1.3

万亿元，

较年初增长

56.4%

。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资金运用

余额

9.33

万 亿元 ， 较年初增长

21.39%

。 其中，银行存款

25310.73

亿

元， 占比

27.12%

； 债券

35599.71

亿

元，占比

38.15%

；股票和证券投资基

金

10325.58

亿元，占比

11.06%

；其他

投资

22078.41

亿元，占比

23.67%

。

而截至去年

11

月末，险资投资股

票和证券投资基金余额为

9555.49

亿

元，占比

10.68%

。 也就是说，在去年

12

月，险资投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

余额增加

770.09

亿元， 占比提升

0.38%

。 其他投资则更是在去年

12

月

份大增

3020.62

亿元， 占比大幅提升

2.38%

。 到

2014

年底，保险资金发起

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1.1

万亿元， 较年

初增长

56.8%

，其中投资

1072.5

亿元

参与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

项俊波指出，保监会

2015

年工作

将突出三个重点方面：

一是推出三项重大改革。 要稳步

推进车险、 万能险、 分红险等费率改

革。 商业车险改革方案经国务院批准

后，将先启动黑龙江等

6

个省市试点，

条件成熟时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正式

启动万能险、分红险费率改革，力争在

今年年底前全面实现人身险费率市场

化。要推动实施偿二代。保险业自今年

起进入偿二代过渡期， 保险公司在过

渡期内同时报送偿一代和偿二代数

据，以偿一代作为监管标准，根据过渡

期运行情况和行业准备情况开展新旧

体系的正式切换。 要继续深化保险资

金运用市场化改革。 制定专项支持政

策， 引导保险资金更好地投资养老健

康服务产业，直接投资新型城镇化、棚

户区改造、科技型企业、小微企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等领域。 依托市场化运作机

制， 组建全行业的保险资产交易平台和

资产托管中心，盘活保险资产存量。

二是推动三项重大政策落地。 要推

动巨灾保险加快发展。 推动实施住房地

震保险制度。 要推动养老险和健康险税

收优惠政策落地。 启动个人税延商业养

老保险试点， 推动健康险税收优惠政策

尽快出台。要推动大病保险全面铺开，修

订大病保险业务管理制度， 确保大病保

险依法合规开展。

三是推进三项专项工作。 包括要深

入开展保险机构“两个加强、两个遏制”

专项检查， 全面检查保险机构违法违规

问题。推动修订《保险法》。建立保险公司

经营和保险服务两个评价体系。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减弱

汇率“高姿态” 得不偿失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昨日， 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开

盘即大跌近

300

点，跌幅达到

0.47%

，

创逾

7

个月新低， 较中间价折价达

1.935%

， 离

2%

的跌停位置仅一步之

遥。 当日，央行也再度下调中间价，两

个交易日累计下跌

137

个基点。

即期汇率和中间价的双双大幅走

低， 强化了市场对于人民币贬值的预

期。实际上，今年人民币存在下行压力

已是共识。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也曾表

示，欧洲央行推出新版量化宽松政策，

加上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趋势，会

进一步推动美元汇率走强， 从而使人

民币兑美元汇率形成下行压力。

关于美元的强势回归， 业内普遍

预计其今年的升值幅度将达

8%~9%

，

日本、 欧元区主要经济体实施经济刺

激计划， 会进一步加剧本币贬值。 因

此，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适当贬值也在

情理之中。紧盯美元一路上涨，最终也

会损及自身经济发展。

但是， 目前市场的焦点并非落在

人民币兑美元是否会贬值， 而是人民

币实际有效汇率该不该贬。

持不该贬值的声音认为， 近两年人

民币汇率已经实现双向波动， 接近均衡

水平，主动贬值没有必要，更不符合人民

币国际化的战略。而合理的做法应是：随

着美元持续走强， 人民币应相对美元小

幅贬值，实际有效汇率保持上升。

这其实是市场的主流声音， 而相对

“势单力薄”的声音却不这么认为。 兴业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这几年一直坚

持认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已被高估。

如果人民币汇率高估被修正， 则中国经

济增速回到

7.5%

以上绝非难事，他甚至

预计今年人民币贬值幅度将达

5%

左右。

且不论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还

是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一国货

币的实力还是要与经济基本面相协调。

当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 硬撑 “高姿

态”最终吃苦头的还是自己。近期的人民

币贬值，不仅有美元走强的因素，也反映

了市场对今年中国经济走势的担忧。

再从“负责任”的角度看，有责任感

的风范并非简单表现在 “众国皆贬我独

升”，大国间的经济博弈虽说不应是以邻

为壑的戏码， 但也不能演变成舍己为人

的路数。

迈向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 打铁

还需自身硬。 只要本国经济增长充满内

生动力与创造力， 人民币国际化也就会

顺利成行。美国上世纪

20

年代就已成为

世界强国，但美元确立霸主地位，却是几

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人民币国际化路漫漫，当前还需修炼

内功。 如果为了国际化而硬撑着高汇率，

到头来恐真如一位学者所言，经济的周期

性问题就真正变成了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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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代码 指数简称 收盘 涨幅 指数代码 指数简称 收盘 涨幅

３９９００１

深证成指

１１６８６．９７ ２．１９％ ３９９３１１

巨潮

１０００ ３８６４．７９ １．３６％

３９９００５

中小板指

６２０６．１１ ２．４７％ ３９９３１４

巨潮大盘

３７３１．７０ ０．７８％

３９９００６

创业板指

１７３９．７９ ２．５０％ ３９９３１５

巨潮中盘

４４３１．９１ ２．１４％

３９９３３０

深证

１００ ３８１４．９２ ２．０７％ ３９９３１６

巨潮小盘

４６５９．２９ ２．２８％

３９９００７

深证

３００ ４１２３．０１ ２．１６％ ３９９５５０

央视

５０ ４６５３．４０ １．００％

３９９１０３

乐富指数

６２８３．４１ １．０７％ ３９９３７９

巨潮基金

６５９６．６０ ０．９０％

３９９３０１

深信用债

１３６．７１ ０．１５％ ３９９４８１

企债指数

１２７．８１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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