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一季报问答纪要

1．问：长航行动一期工程中最满意的一件事和待优化的一件事？

长航行动二期工程展望？

答：第一阶段公司重点开展渠道转型，进度符合预期，新的价值

观和工作模式已逐步形成，全司上下拥抱转型，已进入良性循环，但

新的能力、习惯需要更多时间逐步养成并产生效能。公司正在积极策

划二期工程，打造新的组织模式，实现“赋能型总部、经营型机构”。

目前，外勤已逐步开展自我经营，下一步将推动内勤的自我经营，形

成以客户、队伍为中心的经营模式，建立从上到下一体化的管理、支

持、服务模式。二期工程将专注于建立全新的内外勤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促进公司经营的良性循环。

2．问：根据一季报披露的信息分析，公司的新业务价值率有所回

升，是何原因？是否符合管理层预期？全年的增长目标？

答：代理人渠道来看，随着队伍销售能力提升，队伍开始更多销

售长缴别的年金险产品和增额终身寿，满足客户养老储蓄的需要；后

续将推动队伍提升销售保障型产品的能力。产品策略来看，公司同类

型产品间的价值率基本保持稳定，今年根据客户需求和市场变化更新

部分产品，更好地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助推价值率优化。

长航行动一期工程实施以来，公司改变经营价值观，推行常态化

销售和增员，收官开门一体化推动。全司上下逐步接受新的价值观，

每一天都是比赛日（Everyday is a game day.）。一季度的经营结果



体现了公司正确的经营模式，是队伍和客户一致认可的结果，符合公

司预期。队伍产能、活动率、新人留存率、新人产能均有较好表现。

3．问：代理人队伍总人数情况？核心人力人数已企稳，是否会有

提升？核心人力对新业务价值的贡献占比情况？

答：一季度总人力稳中有升，但预计全年仍有波动。今年公司将

继续夯实核心人力的基础，对招募人数做一定限制，对新人留存率和

素质提出一定要求。2023 年希望核心人力的产能、收入提升；2024

年希望核心人力量价齐升。目前，核心人力对新业务价值的贡献超过

90%，这也是管理层关注核心人力发展的原因。

4．问：根据媒体报道，监管就传统险定价利率下调开展调研，面

对可能的监管变化，公司认为有哪些影响？有何应对举措？定价利率

为 3.5%产品在公司销售保单中的占比情况？

答：公司正在就监管调研开展积极沟通，充分支持改革的大方向，

这将有利于中长期利率中枢下移背景下险企负债成本合理化，有利于

行业健康发展。公司认为上述变化对业务影响有限。第一，底层的需

求逻辑未有改变，客户对养老金、年金等中长期储蓄的需求仍然旺盛；

第二，利率下行背景下，相较其他财富管理类产品，保险是较好的资

产配置的选项。根据公司调研，客户越来越意识到增加保险类产品配

置的重要性，这为中长期保险市场需求提供支撑。针对长期养老需求，

公司正在研究分红型产品，在为客户提供保证利率的同时，共享公司

经营成果，计划下半年推出创新产品。同时，4月 1 日，公司推出创

新型重疾产品，针对不同客户群提供定制化的杠杆，更好地满足客户



“金三角”多元化需求，健康保障类产品销售占比有所提升。产品结

构转型需要时间，公司希望中长期可以实现多险种产品均衡发展。

5．问：如何看待重疾类产品的长期发展态势？

答：咨询机构报告指出，未来健康保障缺口为 2,000 亿元，且预

估 2025 年-2030 年将有 8-9%的增长，这也符合公司的调研结果。经

过多年发展，重疾险普及已经完成，但客户个性化需求的匹配继续推

动供给端改革，由专业的销售顾问提供服务。4 月 1日公司推出新的

升级版重疾产品，已完成第一轮培训。下一步将继续提升队伍销售能

力，根据客户需求销售对应产品。

6．问：产险一季度综合成本率大幅改善的驱动因素？综合成本率

的管理举措？

答：一季度公司承保综合成本率同比改善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致

力于有质量、高效益的经营模式，在业务选择、风险识别、承保结构

等方面都卓有成效，实现较好的承保业务品质。一季度出险率同比持

平，全年来看出险率有抬升压力，但总体可控。公司主要采取的风险

管控举措：第一，“管”“运”分离、“运”“服”一体，即：加强趋势

及政策的研究；加强业务落地，实现更好的执行力及穿透力。第二，

加强人伤管控，特别是死残案件的管理。第三，加强新能源车的理赔

管理，通过人员配置、考核方式等方面的安排，实现相对较好的经营

结果。

7．问：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大类资产配置有何影响？

答：新会计准则下会计报表的呈现将有所不同，但不会对公司大



类资产配置策略构成影响。

8．问：公司一季度净投资收益率小幅下降，是何原因？会否对精

算假设造成影响？

答：一季度，净投资收益率同比下降 0.2pt，主要因为近年来利

率下行，新增固收资产收益率下行。公司每年评估投资假设的合理性

并确定是否调整。

9．问：一季度寿险偿付能力降幅大于同业，是何原因？新会计准

则下的分红政策？资本规划情况？

答：从去年底到今年一季度末，太保寿险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由

218%下降到 199%；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由 132%下降到 116%。主要由

于公司申请偿二代二期过渡期，年与年之间逐步运用新监管规则，体

现出数据的变化，公司经营实质未有变化，偿付能力充足。

新准则实施下，净利润有较大幅度提升，但偿二代二期下，偿付

能力充足率是公司分红水平的重要约束，因此，公司将结合净利润、

营运利润、偿付能力、未来发展需要等因素，合理确定分红水平。

偿二代二期规则对险企的资本实力提出更高要求，公司正在积极

推进无固定期限补充债发行事宜，与监管保持密切沟通。在满足偿付

能力充足率的情形下，公司将努力为投资者提供稳定、可持续的分红

回报。

10．问：新会计准则下，对上一年度数据，各家险企普遍选择追

溯 I17，不追溯 I9，但公司的净利润增速慢于同业，是何原因？

答：各家险企在新保险合同准则下的会计处理的选择近似。净利



润表现的不同估计源于各家公司“以公允价值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类”

资产的分类不同，进而导致净利润表现的不同。同时，去年同期基数

也会对今年增速造成一定影响。

11．问：新保险合同准则下，公司一季报中承保财务损失同比显

著提升，是何原因？

答：根据公司一季报，承保财务损失为 205 亿，同比增长 73.4 亿，

主要因为寿险承保财务损益同比增长 60 亿。今年以来，权益市场回

暖使得以公允价值计量资产的金额上升，依照准则要求，需在负债端

相应计提，带来承保财务损益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