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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可持续的寿险价值增长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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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声明

本材料由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仅作参考之用，并不构成以下

情况或作为其中一部分，且亦不应被解释为情况如此，即：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内提呈或邀请出

售或发售本公司或任何控股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的证券，或招揽作出购买或认购上述证券的要

约或邀请。本材料的内容或其派发的事实概不作为订立任何合同或作出任何承诺的依据，或就

此而加以依赖。 

本材料中载列的资料未经独立核实。对于本材料所载资料或意见是否公平、准确、完整或正确

无误，并未明示或默示作出任何陈述或保证，且亦不应对之加以依赖。本材料所载的资料和意

见是提供截至路演推介日期为止，并且可对本材料作出任何更改，无须另行通知；对于在路演

推介日期后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日后不会对本材料进行更新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修订，以反映

上述变化的任何最新发展。本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或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雇员、顾问或代

表，对于因本材料所载或呈列的任何资料而产生的或因其他原因产生与本材料有关的任何损失，

概不承担疏忽或其他方面的责任。 

本材料载有多项陈述，反映本公司目前就截至其中所示个别日期为止对未来前景之看法及预期。

这些前瞻性陈述是依据多项关于本公司营运的假设以及在本公司控制范围以外的因素作出的，

可能受庞大风险和不明确情况的影响，因此，实际结果或会与这些前瞻性陈述所述者有重大差

异，你不应过分依赖前瞻性陈述的内容。对于在该等日期后出现的新资料、事件或情况，本公

司无义务更新或以其他方式修订这些前瞻性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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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太保寿险业绩持续稳步提升 

注：报告中若未特别注明，数据单位均为百万。 

净利润 

内含价值 新业务价值 

181,603

30,570

2016 2007 

5.9x 
19,041

3,015

2016 2007 

6.3x 

8,542

4,550

2016 2007 

1.9x 
850,195

231,142

2016 2007 

3.7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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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寿险公司价值和利源解析 

1、十年迎巨变，转型升级在路上 

2、转换内生动力，多轮驱动促发展 

 

Part 1 

太保寿险近年及未来发展策略 

1、践行“保险姓保”，发展长期保障型业务 

2、贯彻监管新政，规划和完善产品策略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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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1 十年迎巨变，转型升级在路上 

转换内生动力，多轮驱动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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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至2016年，2016年寿险业务收入为上市初期的2.7倍 

 2007至2016年，2016年寿险业务净利润为上市初期的1.9倍 

137,362

108,589
98,692

95,101

93,461
93,203

87,873

61,99866,092

50,686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寿险业务收入 

2.7X 9.4X 

2007至2016年，业务收入与净利润快速增长 

8,542

10,582

9,084

6,219

2,495
3,175

4,611
5,427

2,941

4,550

2008 2007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2009 2016 2015 

寿险业务净利润 

1.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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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险公司价值构成 

 作为寿险公司实力的重要考量指标，评估价值主要由内含价值和未来新业务价值组成。

新业务价值反映公司的发展延续性及成长性。 

新业务 
价值 

有效业务价值 

内含价值 

评估价值 

当年新业务在未来产生的可分配利润的现

值 

新业务价值 

所有有效业务未来产生的可分配利润的现

值 

有效业务价值 

有效业务价值 + 调整后净资产 
内含价值 

内含价值 + 一年新业务价值*新业务倍数，

新业务倍数由对未来新业务价值增速的预

判等决定 

评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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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至2016年，内含价值年复合增长率达22%，2016年为上市初期的5.9倍 

 2007至2016年，新业务价值年复合增长率为23%，2016年为上市初期的6.3倍 

181,603

151,918

125,737

97,298

85,266
72,99270,613

50,605

42,769

30,570

2007 2012 2011 2016 2010 2014 2015 2013 2009 2008 

内含价值 

5.9X 9.4X 

2007至2016年，内含价值和新业务价值快速增长 

注：2015年及以前内含价值为偿一代评估结果，2016年为偿二代评估结果。报告中若未特别注明，数据单位均为百万 

+22% 
19,041

12,022

8,725

7,4997,0606,7146,100
5,000

3,651
3,015

2012 2013 2010 2015 2011 2014 2016 2007 2009 2008 

新业务价值 

6.3X 

+23% 



9/45 

 2016年新业务价值率为上市初期的3.8倍。特别是2012-2016年得益于聚焦营销渠道、

聚焦期缴业务”的发展策略，新业务价值率得到了显著提升。 

9.4X 

2007至2016年，新业务价值率显著提升 

注：2015年及以前内含价值为偿一代评估结果，2016年为偿二代评估结果。 

32.9%
29.2%

24.5%
20.7%

17.8%
13.6%

10.5%11.6%
7.8%8.7%

2012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16 2013 2015 2014 

3. 8X 新业务价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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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内生动力，多轮驱动促发展 

十年迎巨变，转型升级在路上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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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含价值 

新业务持续 
健康增长 

资本合理 
配置合理 

  

• 客户资源 

• 销售管理 

• 产品开发 

  

• 产品结构 

• 成本管理 

• 资本管理 

  

• 资产负债管理 

• 营运效率提升 

• 业务品质管理 

寿险公司价值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 

增长 

风险 收益 收益 

实际经验优
于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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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个险格局推动价值增长来源根本转变 

 实施“聚焦营销，聚焦期交”策略，大力发展业务质量高、可持续增长能力强的个险业务 

 个险业务规模持续增长，业务结构不断优化，新业务价值率从2011年的13.6%持续提升至

2016年的32.9% 

32.9%
29.2%

24.5%
20.7%

17.8%
13.6%

2013 2012 2011 2016 2015 2014 

2.4X 

新业务年化保费（单位：百万元） 新业务价值率 

注：2015年及以前新业务价值率为年报披露的偿一代评估结果，2016年为偿二代评估结果 

41,194 

趸交 

57,816 

36,287 

2011 2012 2013 

期交 

2016 

39,729 

2015 

49,281 

2014 

35,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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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险业务“价值增长”的基本路径 

经
验
偏
差 

新业务 
价值 

预期 
利润 

产品结构 

投资收益差异 

销售产能 

业务增长 

新产品开发 

保障差异 

费用差异 

红利分配差异 

内含价值利润 =  新业务价值+预期利润+经验偏差 

经验
偏差 

经验偏差是实际营运经验与预期结果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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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含价值变动分析是管理经营偏差的有效手段 

2016年寿险业务内含价值变动分析（单位：百万元） 

151,918

2016年
年末寿险
业务内含
价值 

181,603 

其他 利润分配 市场价值
调整变化 

分散效应 评估方法、
假设的改

变 

营运经
验差异 

投资收
益差异 

寿险内含价
值预期回报 

一年新业
务价值 

评估标
准变化 

2015年
年末寿险
业务内含
价值 

 

 

 

 

 

 

 

 

 

 

 

 

 

 

 

注：2016年由于采用偿二代评估标准，标准切换对内含价值有一定影响。 

7,553 
19,041 

14,082 （967） 509 （5,,090） 4,145 （1,391） （8,420）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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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合理的假设设定有利于价值可实现（1/2） 

 上市以来太保寿险实际投资收益率超过稳定的精算假设 

 2013年以来，公司通过加强和改善资产负债管理等举措，投资收益率更加趋稳，

风险收益比率更好 

太保寿险投资收益率（%） 

年度 净投资收益率 总投资收益率 

2007 5.7% 12.6% 

2008 6.6% 4.3% 

2009 4.2% 6.4% 

2010 4.5% 5.3% 

2011 4.7% 3.5% 

2012 4.9% 3.5% 

2013 5.1% 5.1% 

2014 5.3% 6.1% 

2015 5.1% 6.8% 

2016 5.7% 5.4% 

2007上市至今平均 5.2%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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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合理的假设设定有利于价值可实现（2/2） 

上市以来太保寿险营运偏差小 

注：营运经验偏差率=营运经验偏差/内含价值。 

单位：亿元 

2008-2016年平均营运经验偏差率为0.03%。 

428 
506 

706 730 

853 

973 

1,257 

1,519 

1,816 

-0.40% 0.00% 
-0.50% -0.30% -0.30% 

0.50% 
0.20% 

-0.10% 

0.30% 

-1.00% 

1.00% 

3.00% 

5.00% 

7.00% 

9.00%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内含价值与营运经验偏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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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风险是长期寿险业务中最不确定、影响最大的风险 

 采取不同的定价策略得出相同的保费，总体价值率水平比较接近 

 在高定价利率产品保费中客户的保证收益高，公司投资收益差虽低，但投资收益风险暴

露程度接近 

 使用较低的定价利率，通过与客户分享收益、共担风险，降低风险暴露程度，仍然是较

为稳妥的定价策略 

不同定价策略的价值稳定性 

不同定价策略下的利源构成（示例） 

29% 

71% 

高定价利率 

41% 

低定价利率 

59% 
其他差 

利差 

27.3% 

-5.8% 

高定价利率 

-5.7% 

18.5% 

24.3% 

低定价利率 

21.6% 

投资收益率下降50bp 
 
 
 

 

基础情景 

不同定价策略下的新业务价值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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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阔市场带来多样化定价策略和丰富的利源 

 不同地区、年龄、

收入、文化客户差别 

 健康、意外、养老

和子女教育、死亡等保

险保障需求不同 

 不同市场、渠道利

润结构差异 

中国市场的广度

和深度具有巨大

的保险市场空间 

 经济实力强的客户

追求资金的配置和灵活

性、要求较高的收益、

高端服务体验 

 普通客户倾向于产

品简单、收益稳健、保

障杠杆高 

不同的客户对收

益和保障要求不

同 Insert text 

 

不同产品体现的

收益和保障不同 

 消费型产品用低保

费获得高保障 

 保障高的长期产品

客户期待保费还本 

 养老金、子女教育

保险客户期待较高的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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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类客户 

储蓄类客户 

投资类客户 

投资+保障 

储蓄+保障 

传统 

分红/万能 

投连 

 高额保障 

 低廉成本 

 适度保证 

 随行收益 

 分散利源 

 超额收益 

 保障成分较高 

 客户收益固定 

 客户最低收益保证 

 客户实际收益随公司经
营效益变化 

 客户承担投资风险 

 客户实际收益随市场变
化 

客户分类 客户收益及波动性 

寿险利润来源- 丰富的市场和产品提供稳定的利源（1/2） 

产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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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险利润来源- 丰富的市场和产品提供稳定的利源（2/2） 
 

 

 

 

增额返本+意外 

分红+重疾 

分红+教育 

分红+养老 

“金佑” 

“东方红 状元红” 

“东方红 满堂红” 

“安行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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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寿险公司价值和利源解析 

1、十年迎巨变，转型升级在路上 

2、转换内生动力，多轮驱动促发展 

 

Part 1 

太保寿险近年及未来发展策略 

1、践行“保险姓保”，发展长期保障型业务 

2、贯彻监管新政，规划和完善产品策略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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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践行“保险姓保”，发展长期保障型业务 

贯彻监管新政，规划和完善产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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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险公司可持续发展需要价值、利润、偿付能力三方面
协调平衡发展 

业
绩
概
述 

价值 
增长 

利润 
积累 

偿付能力 
管理 

价值增长 

新业务“质”“量”

兼备，是公司未来价

值增长的保证。 

偿付能力管理 

有效管理偿二代下最

低资本，防控风险，

降低资本成本。 

利润积累 

加强营运、投资管

理，积累死差、利差

等利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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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利润持续增长，偿付能力充足稳定 

 公司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专注保险主业，推动和实现可持续的价值增长”的发

展理念，大力发展业务质量高、可持续增长能力强的个人长期保障型业务，呈现价

值、利润同步增长、偿付能力充足稳定的局面。 

近年来，长期保障型业务发展

迅速，随着业务结构优化、交

费期限加长，新业务价值增速

屡次创下新高。 
 

新业务价值 

新业务价值近5
年复合增长率 

2016年底 
剩余边际余额 

2017年一季度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过去6年累计净利润达401亿；

剩余边际余额较大，2016年

底达1726亿；新业务剩余边

际增长较快。 

会计利润 

偿二代下偿付能力充足并且相

对稳定。2017年一季度，综

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达267%，

核心充足率达265%。 

偿付能力 

23% 267% 

1726亿 

业
绩
概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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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结构等是新业务价值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 

新保保费 

销
售
人
力 

件
均
保
费 

新业务价值率 

险
类
结
构 

交
费
期
限 

保
险
期
限 

业务结构 

继 
续 
率 

费用率 持续率 赔付率 

保单获取 
成本 

保单维持
成本 

佣金、手 
续费 

管理 
费用 

人
均
件
数 

退 
保 
率 

新业务价值 

业务结构 销售能力 成本平衡 业务品质 

资
债
匹
配 

投
资
收
益
率 

投资管理 

市
场
风
险 

保
险
风
险 

偿付能力
管理 

 新业务价值的增长来自新保保

费和新业务价值率的共同驱

动。 

 良好的业务结构、业务品质以

及有效的成本、投资和偿付能

力管理，将促成新业务价值率

的提升。 

投资收益 
最低资本

成本 

新
业
务
价
值 

http://slideshop.com/PowerPoint-Chevron-Diagram?utm_source=freeslides&utm_medium=freeslides&utm_campaign=fsallsl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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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保障型业务发展迅速，新保保费占比持续提升 

 公司遵循“保险姓保”的行业发展规律，大力发展长期保障型业务。至2016年，长期

保障型业务的新保保费增速已达70%，长期保障型业务占比从2011年的10%持续提升

至2016年的36%。 

长期保障型新保保费占比 长期保障型新保保费增速 

90% 86% 84% 79%
70% 64%

长期保障型 

其他 

2016 

36% 

2015 

30% 

2014 

21% 

2013 

16% 

2012 

14% 

2011 

10% 

新
业
务
价
值 

注：长期保障型包括终身寿险、定期寿险、长期健康险及长期意外险等，安行宝两全保险由于主要责任为意外保障、超能宝与爱无
忧主险由于与附加险组合销售，被列入长期保障型；储蓄型包括两全保险、年金保险，其中，短交对应交费期间10年以下的业务，
长交对应交费期间10年及以上的业务；短险包括短期意外险、短期健康险。 

210

123

75
575548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70% 

+35%/年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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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保障型产品线不断丰富，逐步打造了以金佑、安行宝、爱无忧、超能宝等产品为

主，提供身故、意外、重疾等全面保障需求的产品体系。 

2013 2016 2017 

安行宝 
在金佑主附险基础上，开发安

行宝两全保险，提供高额意外

身故保障。安行宝当年新业务

价值贡献排名第五。 

金佑主附险 
金佑主附险为客户提供身故兼

重疾保障，2013年底推出了

金佑的升级版本，多年来一直

是产品中的常青树。 

2015 

长期保障型产品线不断丰富、产品体系日趋完善 

爱无忧 
爱无忧主附险提供癌症保障，

进一步丰富了保障类产品线。

当年销量11亿，新业务价值贡

献排名第七。 

超能宝、安行宝2.0版 
少儿超能宝专注少儿疾病保障

需求，囊括全面的重疾及轻症

保障；升级了安行宝，增加家

庭成员意外保障。 

新
业
务
价
值 

2014 

保障型产品陆续升级 
为满足人身保险精算制度的相

关规定，同时为了更加契合客

户保障需求，对金佑等主力保

障型产品全面实施升级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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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交业务不断增长、平均交费期限稳步延长 

 期交业务不断增长，交费期限为10年及以上业务的新保保费占比从2011年的16%提升

至2016年的43%；至2016年，平均交费期限约8年左右。 

 

 

18%
18%

20%

32% 29%

19%
10年交 

及以上 

2-9年交 

趸交 

2016 

43% 

28% 

2015 

41% 

27% 

2014 

33% 

47% 

2013 

25% 

55% 

2012 

21% 

61% 

2011 

16% 

67% 

平均交费期限 不同交费期限新保保费占比 

3.6  
4.3  

5.1  

6.4  

8.1  8.5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新
业
务
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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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保额增长迅速、客户保障程度不断提高 

 长期险有效保额增长迅速、客户保障程度不断提高。截至2016年末，长期险有效保额

达7.3万亿，长期险客均保额接近20万。 

 

单位：亿元 

长期险客均保额 长期险有效保额 

20

14

10
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6 

73,014 

2015 

47,319 

2014 

31,811 

2013 

20,433 

单位：万元 

新
业
务
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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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保障型业务新业务价值率显著高于其他险类 

 长期保障型业务新业务价值率显著高于其他险类，因此长期保障型业务的发展对新业

务价值贡献较大。 

 在公司新业务价值中，长期保障型的价值占比明显提升。 

 

长期保障型新业务价值率 长期保障型新业务价值占比 

储蓄型 长期保障型 短险 

新
业
务
价
值 

57% 56% 51% 46%
38%

27%

长期保障型 

其他 

2016 

62% 

2012 

54% 
44% 

2013 

49% 

2015 2011 

73% 

201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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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长期保障型业务的发展，新业务价值显著增长、
新业务价值率稳步攀升 

 由于业务结构不断优化，长期保障型业务发展迅速、交费期限逐年加长、客户保障程

度显著提升，新业务价值近5年复合增长率突破23%，新业务价值率平均每年提升

3.9pt。 

 

注：2011-2015年的新业务价值数据为年报披露的偿一代评估结果，2016年的新业务价值数据为年报披露的偿二代评估结果。 

+3.9pt/年 

新业务价值率 新业务价值 

190.41

120.22

87.25
74.9970.6067.14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3%/年 

32.9%
29.2%

24.5%
20.7%

17.8%
13.6%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单位：亿元 

新
业
务
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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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会计利润的因素 

        利差：与当年投资收益相关 

风险边际释放：随着风险释放，增加 

利润 

会
计
利
润 

营运偏差：体现公司实际营运情况

与假设的差异 

假设变更：包括折现率曲线和其他

假设变动对利润的影响 

剩余边际释放：时间和金额承保时即 

已确定，几乎不受利率环境的影响；长 

期保障型业务剩余边际相对较大 

所有者权益收益：自有资金的投资 

收益 

会计 
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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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险公司利润增长逻辑，剩余边际释放是利润主要来源 

Y1 Y10 Y9 Y8 Y7 Y6 Y5 Y4 Y3 Y2 

未来现金流 
的无偏估计 

风险边际 

剩余边际 

保费现值 

承保时 
会计准备金 

剩余边际释放模式（示例） 

 剩余边际是为了不确认首日利得而确认的边际，作为会计准备金的一部分逐年释放。 

 剩余边际释放是会计利润的主要来源，由公司业务的规模和质量决定。 

首日 
利得 

会
计
利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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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边际增长较快、余额较大，是未来会计利润的稳定
来源 

 剩余边际近5年复合增长率达21%。截至2016年末，剩余边际余额约1726亿，是未来

会计利润的稳定来源，其中，保障型业务贡献较大，占比高达63%。 

会
计
利
润 

剩余边际构成 

37% 

63% 

保障型 

其他 

1726亿 

1,726

679

2013 2016 2012 2011 2015 2014 

过去6年的剩余边际余额 

单位：亿元 

+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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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得益于新保保费的增长以及长期保障型业务占比的提升，长期险新保剩余边际增

长迅速，新保利润率（剩余边际/首年保费）逐年提升。 

长期保障型 

其他长期险 

2014 2011 

70% 

54% 

2012 

75% 

64% 
54% 

2016 2015 2013 

60%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会
计
利
润 

长期险新保利润率 长期险新保剩余边际 

长期险新保剩余边际增长迅速 

+22%/年 +14pt/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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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6年累计净利润达401亿元，从2013年开始净利润上了一个新台阶。 

 去除折现率曲线变动影响的净利润能更好地反映公司营运情况，近年来营运利润稳定

增长，近5年复合增长率达44%。 

累计净利润较高，去除折现率曲线变动影响的净利润逐
年增长 

85.490.8

62.2

25.0
31.8

105.8

2012 2011 2016 2015 2014 2013 

会
计
利
润 

单位：亿元 

去除折现率曲线变动影响的净利润 累计净利润 

133

86

42
2324

149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44%/年 累计401亿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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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二代下偿付能力充足并且相对稳定，抵御利率下行和资本市场波动能力较强。 

 主要由于一季度新业务规模较大，特别是以金佑为主的新业务价值率较高的长期保障

型业务发展较快，2017年一季度偿付能力充足率上升明显。 

267%

256%253%255%

262%262%
267%268%265%

200

225

250

275

201703 201612 201609 201606 201603 201512 201509 201506 201503 

股东分红84亿
元，降低充足
率10个点 

次级债认可资本下降16
亿元，降低充足率约2个
点; 
投资资产配置变化，权益
风险增加，降低充足率约
4个点 

加入控制资本，
增加充足率约
3.5个点 

偿付能力充足，2017年一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达
267%、核心充足率达265% 

偿
付
能
力 

偿二代下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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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务偿付能力充足，能够满足自我资本需求 

 2017年一季度新业务首年偿二代下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48%，能够满足自我资本需求。 

 新业务贡献实际资本316亿元； 

 新业务占用最低资本127亿元； 

 新业务偿付能力溢额189亿元。 

单位：亿元 

注：新业务的最低资本没有考虑新业务和有效业务的聚合效应。 

127 

200% 

偿
付
能
力 

主要产品新业务首年偿付能力充足率 新业务首年偿付能力溢额 

248%

0%

100%

200%

300%

400%

安行
宝 

超能
宝 

团长
补 

爱无
忧 

利赢
年年 

状元
红 

附加
金佑 

金佑
人生 

满堂
红 

整体 

127

偿付能力溢额 

189 

最低资本 实际资本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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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监管新政，规划和完善产品策略 

践行“保险姓保”，发展长期保障型业务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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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  

《中国保监会关于
进一步加强人身保
险公司销售管理工
作的通知》保监人
身险136号文 

监管新政密集出台 

 4月份以来，保监会密集出台监管政策，提出对九大风险、八大乱象进行治理，弥补监

管短板，构建严密有效的保险监管体系。 

监
管
新
政 

2 3 4 5 6 1 

4月20日  

《中国保监会关于
进一步加强保险监
管 维护保险业稳定
健康发展的通知》
保监发34号文 

4月28日  

《中国保监会关于
强化保险监管 打击
违法违规行为 整治
市场乱象的通知》
保监发40号文 

5月16日  

《中国保监会关于
规范人身保险公司
产品开发设计行为
的通知》保监人身
险134号文 

4月23日  

《中国保监会关于
进一步加强保险业
风险防控工作的通
知》保监发35号文 

5月8日  

《中国保监会关于
弥补监管短板构建
严密有效保险监管
体系的通知》保监
发44号文 

7 

5月4日  

《中国保监会关于
保险业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的指导意
见》保监发42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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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产品本质等人身保险产品现象成为监管关注焦点 

产品组合销售弱化产品本质 

监管
关注 

一些公司在产品销售宣传时，强调“投资组合”、“投资收益”等内容，弱化保险产

品的保障功能；一些年金保险产品通过约定在犹豫期后即给付一定比例的年金或生存

金，实现快速向消费者返还保费的目的，不符合年金保险的本质，且在产品销售时将

生存给付表述为“折扣”、“优惠”，对消费者进行误导。 

产品设计与产品特性相违背 

产品责任偏离产品属性 

一些万能型产品条款约定只可以趸交，不允许消费者追加保费，与万能型产品交费灵

活的特点相违背；个别公司刻意调整投资连结型产品投资安排，使产品投资收益率在

一定时间内为固定值，且在销售宣传时明示或暗示产品为“保证收益”，与投资连结

型产品投资风险由消费者自行承担相违背。 

一些护理保险产品责任中生存保险金给付，与被保险人是否进入护理状态无关，偏离

了护理保险产品的保障属性；个别团体医疗保险责任设计为，以消费者所交保费为限

给付医疗保险金，只提供保险资金投资增值服务，不承担风险保障责任，不符合医疗

保险产品本质。 

产
品
新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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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会颁布134号文，规范产品开发设计行为 

产
品
新
政 

 保监会颁布了《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产品开发设计行为的通知》（保监

人身险〔2017〕134号），旨在规范保险公司产品开发设计行为、防范经营风险。 

 

3 4 

7 1 

3个原则   
4类鼓励开
发产品   

1个 
时间结点 

7项 
整改要求 

3个原则 

以消费者的需求为中心 

以我国国情和行业发展为实际考量 

以保险基本原理为根本 

 

7项整改要求 

两全/年金保险首次生存金给付时间为5年

后、给付比例不超过已交保费20% 

万能险/投连险不能作为附加险 

护理保险生存金以日常生活能力障碍引发护

理需要为给付条件 

失能险生存金以工作能力丧失为给付条件 

团体医疗保费全部用于医疗责任保险金给付 

保险产品名称/说明书/宣传资料不得包含

“理财” 

产品组合在宣传资料中明确告知“保险产品

组合” 

4类鼓励开发产品 

定期寿险产品和终身寿险产品 

长期年金保险产品 

健康保险产品 

为特定人群开发的专属保险保障产品 

1个时间结点 

2017年10月1日前对已经审批或备案

产品完成自查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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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误导大量减少，消费行为

更加理性 

能获得更为丰富、差异化的保

险产品，切合风险保障需求 

投资理财向其他渠道转移 

产品新政有利于人身保险行业长期健康发展 

 10月1日以后，短期理财型产

品供给将大量减少，长期产品的

理财功能弱化 

保障型产品受到鼓励，保险公

司将加大保障型产品供给 

产品供给变化 

产品新政的 

总体影响 

消费者利益受到保护 

鼓励保险公司坚持保险保障

理念，以万能险等中短存续期

产品为主的保险公司将受到重

大影响 

公司经营更加规范 

经过产品切换、销售误导治

理，保险行业回归“保险姓

保”，有利于树立保险业的正面

形象，长期来看有利于行业健康

发展 

有利于行业长期发展 

产
品
新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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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监管新政、坚持“保险姓保”，完善未来产品策略 

改造东方红系列速返型产品的生存金设计，重点服务于

消费者长期生存金、长期养老金的积累，并为消费者提

供长期持续的生存金、养老金领取服务。 

改造附加管家系列万能险，提供不定期、不定

额追加保险费，灵活调整保险金额等功能。 

重点服务于消费者身故风险的保障规划，积极研究

开发定期寿险，区分被保险人健康状况、吸烟状况

等情况进行差异化定价，提高产品的科学定价水

平。 

重点服务于消费者看病就医等健康保障规划，并不断提高保障

的覆盖面和保障的针对性。丰富重疾类、医疗类产品供给。 

贯彻执行监管规
定，改造速返型
产品及附加万能
产品 

大力发展保障型
产品，坚持“保
险姓保” 

产
品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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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