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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家险企排队新设

网络寿险公司现身其中

证券时报记者 潘玉蓉

众安保险之后， 还会有哪些互联网保

险公司出现？

在国家工商总局公示的预先核准名单

里， 有数十家保险公司或保险资产管理公

司“挂号”，已赴或者即将赴保监会排队待

批。其中，互联网保险公司名称中还出现了

寿险公司。

熊猫在线人寿保险

核准注册

证券时报记者获悉， 在国家工商总

局或者各省的工商局进行公司名称预先

核准的公司中，出现了泰康在线、熊猫在

线这类互联网保险公司。 这意味着，目前

仅有一家的网络保险牌照稀缺性即将被

打破。

其中，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于

2014

年

11

月

17

日登记，根据相关规定，该名称在

今年

5

月

17

日即满

6

个月，如果届时仍然

没有获得保监会获准开业， 这一名称将需

要申请延迟或者重新申请。

熊猫在线人寿保险公司将瞄准寿险公

司牌照。 目前的网络保险所积累经验都在

财产险领域，“互联网

+

寿险”尚是未探索领

域。该名称于

2015

年

2

月

15

日被注册，与

这一名称同日注册的， 还有熊猫众筹科技

公司。

网络保险牌照的功能， 并非仅是允许

在线开展保险业务， 而是要致力于解决互

联网行业发展的风险和瓶颈， 这是一种开

发新型市场的保险业务牌照。另外，网络保

险牌照业务范围还具有全国性， 公司将不

必再设线下网点。

此前，已获批的众安在线保险，业务范

围包含与互联网交易直接相关的企业和家

庭财产保险、货运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

证保险等业务。 该公司基于互联网应用场

景，一年内开发的产品超过

50

款。

2014

年互联网保险的保费收入为

859

亿元，同比增长高达

195%

，但渗透率

只有

4.24%

。 光大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认

为， 这意味着互联网保险才刚刚起步，互

联网保险迅速发展， 得益于政策推动、移

动互联网快速发展、企业自身推动等三方

面因素。

申万宏源研究报告则称， 实践一再证

明， 保险是综合金融集团首选的基础运作

平台。 保险具有久期长、成本低、投资日益

灵活等优势， 将是混业经营时代必争的战

略要地。互联网正在加速改造保险业，预计

互联网保险将成为下一个风口，开启

10

倍

空间的成长之路，建议沿着渠道、场景、数

据和牌照寻找投资机会。

健康险公司将增加

根据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对

个人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支出， 允许在当

年按年均

2400

元的限额予以税前扣除。业

内一直期盼的健康险税收优惠政策落地，

此举将释放更多的商业健康险购买需求。

然而，目前国内仅有

5

家健康保险公

司。 近

10

年来，仅去年批复了一家太保安

联健康险公司，此外，再无新增的健康险

公司。

一位健康险公司高管对证券时报记者

表示，多路资本正在聚集，希望申请到健康

险和养老险公司牌照。他预计，接下来的一

段时间， 健康险公司新设和获批的脚步将

加快。

目前已获得名称核准的公告中， 已经

出现了复星联合健康险、前海健康险、阳光

融合健康险等公司名称。

除了网络保险公司、健康险公司外，还

出现新保险公司形态。

2014

年

12

月

26

日，太平科技保险公司完成工商名称核准，

这是首家在命名中出现科技的保险公司。

另外，今年

5

月

8

日，众康互助保险公司完

成名称核准。今年初保监会发布《相互保险

组织监管试行办法》，目前正积极稳妥推进

相关工作， 但尚未批准筹建新的相互保险

组织。

保险资管产品频发 险资多渠道积极入市

国寿赎回4亿元指数基金，躲过5月5日股市大跌

证券时报记者 曾炎鑫

今年以来， 险企频频认购保险

资管产品间接投资二级市场股票，

或者专歀打新等方式参与本轮牛

市。其中，太平人寿

4

月份以

6.5

亿

元认购了两款资管产品， 产品的投

资范围均涉及二级市场。此外，券商

的融资业务债权收益权也被险资盯

上， 中华联合就以

8

亿元受让了东

兴证券转出的融资业务债权收益

权，预期年化收益率将达

6.6%

。

在多家险企加大入市力度的同

时，中国人寿却逆势减持：在

5

月

5

日股市大跌前赎回约

4

亿元的沪深

300

指数基金，躲过一劫。 值得注意

的是，国寿在去年

12

月才认购了

5

亿元沪深

300

指数基金。

幸福人寿21亿元打新

按照相关规定， 保险公司的资

金应用情况一般不需要向公众披

露， 但涉及关联交易的资金应用情

况则有披露义务， 因而险企的资金

运用关联交易披露信息成为观察险

资动态的一个重要窗口。

作为“中字头”险企，太平人寿

4

月以来投入

11.5

亿元认购了

3

款

资管产品， 其中共有

6.5

亿元用于

认购太平资产的 “太平之星量化

1

号投资产品”和“太平之星量化

2

号

投资产品”。这两歀产品均为权益型

产品，投资领域较广，包括二级市场

股票、一级市场新股申购、非公开发

行股票（定向增发）、因可转债转股

或权证行权获得的股票等。

4

月以来， 泰康人寿也

3

次认

购了泰康资管的资管产品， 其中认

购的泰康资管“优势精选”为权益型

产品， 投资在权益类资产的比重不

低于总资产的

60%

，不过总体认购

资金规模并不多。

此外， 也有保险公司看中当前

打新的超高收益率， 配置新资金用

于打新。 根据披露信息，幸福人寿在

4

月

13

日和

4

月

14

日向信达证券

新增委托投资额度

18

亿元和

3

亿

元， 专门用于申购新股。 幸福人寿

称， 新增委托投资款的目的是，“为

使权益配置比例逐步达到行业平均

水平”。 截至

4

月

16

日，幸福人寿委

托信达证券投资额度共计

37

亿元。

此外，民生人寿在

4

月

13

日认

购了

21.57

亿元民生通惠民汇资产

管理产品， 产品投资领域包括银行

存款、股票、债券、证券投资基金等。

阳光人寿在

4

月

17

日认购了

5

亿

元的“阳光资产

-

盈时

1

号资产管理

产品”，该产品虽然为固定收益型产

品，但投资领域也涵盖股票，且业绩

有

15%

的比重参照沪深

300

指数。

青睐融资业务

债权收益权

此外，一部分险企还盯上券商融

资业务中的机会，通过资管产品获得

了券商融资业务的债权收益权。

太平人寿今年就认购了两只这

类产品。 公告显示， 太平人寿

4

月

23

日认购 “太平资产

-

保证盈

4

号

资产管理产品”

5

亿元，该产品的投

资范围为光大证券持有的融资业务

债权收益权和商业银行存款， 投资

上述债权收益权的比例为

0～100%

。

而此前，太平人寿在

3

月

26

日也以

5

亿元认购了 “太平资产

-

保证盈一号

资产管理产品”， 该产品的投资范围

是国泰君安持有的融资业务债权收

益权和商业银行存款，投资比例也为

0～100%

。

同样看中了券商融资业务的还有

中华联合财险。据中华联合财险披露，

该公司

4

月份斥资

8

亿元认购由太平

洋资产担任产品管理人的太平洋诚信

47

号收益权型产品。该产品募集规模

为

9

亿元， 资金用于受让东兴证券转

出的融资业务债权收益权。

对于这类产品的预期回报情况，

中华联合财险在公告中表示， 目前市

场同期限证券公司融资业务债权收益

权为投资标的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收

益率为

6.3%～6.5%

， 考虑到东兴证券

在行业地位以及财务状况与上述证券

公司的差距， 预期该产品带来的年化

收益率为

6.6%

。

此外， 泰康人寿

4

月

13

日也以

2000

万元认购了“泰康资管

-

稳健

38

号债权收益权资产管理产品”，该产品

完全投资于证券公司融资业务的债权

收益权， 包括证券公司的融资客户偿

还的融资资金、利息、违约金，预期年

化收益率为

6.25%

。

5月5日大跌前

国寿赎回指数基金

尽管多家险企参与股市交易的热

情日益增加， 中国人寿近期却通过国

寿安保基金逆势赎回约

4

亿元的沪深

300

指数基金，且赎回时间点恰好在

5

月

5

日大跌之前。

公告显示，中国人寿

4

月

27

日赎

回国寿安保沪深

300

指数基金

9956.5

万元， 之后又在

4

月

29

日、

4

月

30

日

和

5

月

4

日三个交易日分别赎回了

1

亿元、

1.01

亿元和

9976

万元，即

5

个交

易日里有

4

天进行赎回操作。在国寿完

成赎回后的

5

月

5

日，沪深两市大跌。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人寿的这笔

沪深

300

指数基金买入时间并不长。

公告显示，中国人寿在去年

12

月的时

候集中向国寿安保基金认购了沪深

300

指数基金，具体是在

2014

年

12

月

19

日认购

1

亿元， 以及

12

月

22

日和

12

月

23

日各认购了

2

亿元，合计认购

5

亿元。

有券商分析师表示， 中国人寿的

资金总量太大， 几亿元规模的赎回并

不能认为是对后市看法有改变， 也不

能判断是否为波段操作。

车险保费高低司机“说了算”

车险费改全面推开亟需完善基础数据

证券时报记者 曾福斌

商业车险新费率改革下月起将

在

6

试点省市全面实行。 根据保监

会要求， 各财险公司应于

6

月

1

日

前，停止使用黑龙江、山东等六个保

监局所辖地区现行商业车险条款、

费率，并按照保监会有关规定，及时

拟订、报批新商业车险条款和费率。

这意味着， 下月起

6

试点省市将全

面实施新车险费率。

不过， 有财险公司人士对证券

时报记者表示， 目前属于商业车险

费改过渡期， 商业车险费率的价格

与之前的并没有太大区别。 新费率

将由之前的保额定价转为车型定

价，同一款车，连续

3

年不出险比出

险的费率要低很多。但是，目前车险

定价中并未引入零整比、 常用配件

负担指数、维修工时负担指数等，因

为很多的基础数据还未建立。

新费率中

“人” 的重要性上升

此前，以新车购置价等因素决定

的车险定价模式受到许多消费者诟

病。车辆零整比的不同导致维修费用

大相径庭， 同样售价的不同品牌车

型，由于零配件价格高低不同，维修

费用也有很大差别，而它们的车险价

格却是一样的。 今后，随着车险费改

的扩大，车险消费者将享受到由品牌

车型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化定价。

今年

3

月，保监会发布《深化商

业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改革试点

工作方案》（简称试点方案）。方案规

定， 由中国保险业协会拟定商业车

险保费行业基准，保费

=

基准保费

×

费率调整系数。 其中，基准保费

=

基

准纯风险保费

/

（

1－

附加费用率）。

对于基准纯风险保费如何测算，

中保协并没有公布具体公式， 只公

布了一个测算结果。 据中保协测算，

基准纯风险保费相当于现在基准保

费的

65%

，附加费用率约为

35%

，所

以实际上在费改初期， 基准保费从

数字上看并没有变化， 但内涵有所

改变， 由之前的保额定价改为车型

定价，汽车购置价不在计算公式里。

根据车型定价模式， 每一个车

型都会有一个费率表， 即使同一个

品牌，不同车型的保险费率也不同。

此外， 同一款车

1

年内出险

2

次的

保费将上浮

25%

、

3

次的上浮

50%

、

4

次的上浮

75%

、

5

次及以上保费

将翻倍。 上年不出险则下年保费降

为原来的

0.85

倍，连续

2

年不出险

降为

0.7

倍， 连续

3

年不出险则降

为

0.6

倍， 如果连续

4

年、

5

年不出

险则保费可能更低。 这意味着驾驶

行为良好的车主，保费将会下降。

业内人士称， 新费改不仅鼓励好

的驾驶习惯， 同时将对汽车消费形成

不小影响。 如购置价格相同的不同品

牌车型，基本保险费率也将不同，消费

者在选购时会着重考虑保险费率的因

素， 而汽车厂商也会对零部件及维修

费用做出调整。零整比越高的机动车，

车险费率可能会越高， 最终的车险价

格也就越高。

前述财险公司人士表示， 费改后

主要有三大变化：一是折扣不再僵化，

历史上的政策，如七折令不再坚持；二

是对出险少的优质客户有利； 三是保

险公司自主权逐步扩大， 费改后的政

策优势会逐渐展现。

不过， 中国保险学会研究员王晶

对证券时报记者说， 要真正运用大数

据和车联网等技术手段科学厘定车险

费率，至少也是几年后了。

基础数据亟待完善

前述财险公司人士称，目前制约

车险行业费率改革的主要因素是行业

基础工作没有到位。

当前， 车险费改的基础工作主要

由中保协牵头。

2014

年，中保协和汽

修协会共计发布了

36

款国内常见车

型零整比系数相关研究成果。 今年

4

月份， 中保协和汽修协会再次发布国

内第三批

20

款常用车型零整比数据，

并同时发布了国内首个汽车消费者常

用配件负担指数， 该指数越高则说明

这款车更换配件的成本越高。

中保协财险部主任郭红曾表示，汽

车零整比和配件更换只是反映购买一

辆车后整体费用的大部分，中保协下一

步将对维修工时、日常养护等数据进行

研究，以求完整地反映一辆车购买后的

整体费用。 在维修工时方面，喷漆占了

工时费用的

65%

左右，下一步可能将以

工时负担指数的形式推出。

事实上， 在车险费率改革完善后，

零整比系数、配件负担指数、工时负担指

数等都将是费率厘定的重要参考指数。

NCD系数 = 无赔款优待模型，是使用经验费率计算保费的一个应用 曾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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