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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建设银行
平顶山分行深入贯彻市委、市政
府经济金融方针政策，持续关注
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实际需求，
扎扎实实服务实体经济，在经营
体系、资源配置、产品创新、服务
模式、风险管理等方面积极探
索，努力提升对民营企业和小微
企业的服务水平。

搭建高效经营新机制，确保
贷得更“多”。建行平顶山分行
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企
业、小微企业的支持，以金融的
力量解决社会难点、痛点，将小
微企业信贷服务指标纳入全行
的关键业务指标、足额保证小微
企业信贷规模、配备单独的激励
费用等举措，持续强化民营、小
微企业专属服务能力。

着力推进科技赋能，搭建业
务发展新模式，确保贷得更

“快”。该行围绕“税务、工商、用
电量”等数据，整合社会资源，推
动产品创新，基于大数据和互联
网技术创新，推出“小微快贷”互
联网融资服务新模式，为诚信纳
税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提供全
流程线上自助信用贷款——“云
税贷”等，使之成为支持民营企
业、小微企业的利器。

着力创新解决方案，搭建银
企互动新平台，确保贷得更

“好”。搭建银企互动交流平台，
该行创新推出“建行惠懂你”
APP。“建行惠懂你”APP利用互
联网、大数据、生物识别等技术，
打造了全线上信贷业务流程业
务新模式，具有“额度测算，预约
开户，一站放款”三大功能，打破
时空限制，让民营和小微企业体
验更好、感受更好。

着力担当大行责任，搭建服
务小微新生态，确保贷得更

“省”。该行积极通过创新业务
等方式，解决融资“贵”的问题，
推出“网银循环贷”，信贷资金随
借随还、循环支用；对经营正常
但暂时出现资金困难的小微企
业办理无还本续贷业务，减少企
业寻求搭桥贷款、“先还后贷”的
资金压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进一步加大存量客户的续贷力
度，对于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
保证企业贷款到期及时续贷。
与此同时，该行积极贯彻总行普
惠金融定价政策，1000万元以下
的小微企业贷款全部执行基准
贷款利率，不附带任何额外收费
行为，有效降低了企业融资成
本。 （赵夏奇 王会静）

服务民营 支持小微

建行平顶山分行
打造“多快好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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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全市金融运行
分析及窗口指导会议获悉，2018
年，全市保险业得到了较快发展。
截至当年 12 月底，全市保费收入
85.58 亿元，已经超过 2017 年全年
保费收入8.05亿元，2019年全年保
费收入有望突破90亿元。整体呈
现为财险实现快速增长，寿险增长
逐步趋稳。

据介绍，2018年全市保险业市
场运行的整体情况为稳中有进。
截至 2018 年年底，我市保险公司
增至46家，其中财产险公司20家，
人身险公司 26 家。全市县级（四
级）保险机构 172 家。市场方面。
截至 2018 年 12 月底，我市保费收
入 85.58 亿元，同比增长 10.38%。

累计给赔付 24.64 亿元，其中给付
金额 12.20 亿元，赔付金额 12.44 亿
元。财产险保费收入 19.99 亿元，
同比增长 15.55%，赔付金额9.82亿
元，赔付率 49.13%。市场结构方
面。截至 2018 年底，我市财产险
市场占比为23.36%，人身险市场占
比为 76.64%。财产险业务中车险
业 务 占 比 72.99% ，非 车 险 占 比
27.01%，其中农险占比11.81%，其他
险种占比 15.20%。其他险种主要
有责任险、企财险、家财险、信用保
证险、意外伤害险、短期健康险、工
程险。

其中，车险方面，车险保费收
入 14.59 亿元，商业车险保费收入
9.70 亿元，赔付 4.52 亿元，赔付率
46.62%，交强险保费收入 4.89 亿
元，赔付2.65亿元，赔付率54.22%；

农险方面，农险保费收入 2.36 亿
元 ，赔 付 0.89 亿 元 ，赔 付 率
37.59%。保费收入占全省农业市
场份额的5.19%；责任险方面，责任
险 保 费 收 入 6277.87 万 元 ，赔 付
2375.84万元，赔付率37.84%。

2018 年是全国保险市场波动
较大的一年，受市场产品结构调整
和商车费改影响，保险行业下行压
力较大，人身险市场自去年2月份
实现正增长以来，市场产品结构顺
利调整，步入正常的发展状态。财
产险市场增长逐步趋稳，符合监管
稳中有进，健康发展的要求。市保
险协会按照监管部门的部署，在车
险开展了一系列的市场自律，配合
监管部门打击车险市场乱象整治
工作，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车险市场
的有序发展。

据《金融时报》报道，近年
来，无论从中国市场还是全球市
场来看，保险科技的浪潮都在持
续高涨。毕马威于近日发布的
《金融科技脉搏》研究报告显示，
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高度多样
性、监管科技和保险科技等子板
块的完善，将助力金融科技投资
不断成长。

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进一
步佐证了互联网保险发展正猛
的势头。2018 年全年，众安财
险、泰康在线、易安财险以及安
心财险4家专业互联网保险公
司，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分别增
长 88.39% 、78.16% 、53.05% 和
92.61%，增速大幅跑赢整体财险
业。从成立多家专业互联网保
险公司开始，到BATJ等互联网
巨头纷纷布局保险行业，再到保
险科技公司迎来一轮又一轮风
投融资，都标志着科技推动保险
业发展的脚步不断向前迈进，科
技也被众多业内人士认为是未
来推动保险业新一轮发展高潮
的“加速器”。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中，
由于返乡、旅游等原因，全国运
输系统总运量持续增长，使出行
安全风险增加。交通运输部发
布数据显示，1月 21日至 2 月 9
日，全国累计发送旅客 13.95亿
人次，同比增长 0.79%，其中铁
路发送旅客1.86亿人次，同比增
长8.09%；民航发送旅客3543.18
万人次，同比增长10.25%，从中
也可看出保险公司可深耕的市
场所在。近期各家险企先后出
炉的2018年度理赔报告也反映
出，意外身故率最高的即是交通
事故。而从解决该痛点问题来
说，保险公司一直被人诟病的理
赔难现象，通过科技赋能也得到
有效缓解。全流程智能化处理
理赔案件在保险业已经不算新

鲜，众多客户都体验到了移动理
赔服务的便捷。运用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智能定损、理赔，
是保险业优化理赔端体验的重
要措施之一。在2018年度理赔
报告中，多家保险公司表示，其
平均理赔时效在1至2天，对于
3000 元以下的小额理赔案件，
更是可以做到理赔时效缩短至
最低1秒的状态。同时，赔付率
也随之上升。

科技不仅能够提升保险理
赔效率，更有可能为中小险企开
拓市场贡献力量。以光大永明
人寿为例，其在 2018 年理赔报
告中表示，近几年，公司推出的

“极速理赔”服务，使赔付案件当
日审结率由50%提升至80%，理
赔端时效大幅收缩，小额案件理
赔时效由原来 0.48 天缩短至 1
秒，这一数据跑赢不少行业龙
头。

除了理赔端，传统保险作为
咨询、数据密集型行业，通过云
服务、大数据、AI以及RPA的应
用等，能够有效打通保险生态圈
链条的每一个环节。中再寿险
发布的《2018 寿险业健康险保
险科技应用发展年报》也印证这
一说法，当前大部分人身险公司
科技应用的重点主要体现在运
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
术、自动化承包、自动化理赔、个
性健康管理服务、智能客服、社
交媒体互动等方面，构建完整生
态链，加强企业服务能力，提升
客户体验感。

有业内人士表示，2018 年
银保监会成立、寿险业的改革加
速、商车费改与报行合一双管齐
下推动财险业业务结构调整等
都将对保险业产生重大影响，而
科技正是推动保险业改革创新
的“加速器”。

（王笑）

互联网险企保费收入跑赢行业
科技将成为发展加速器

随着 2018 年四季度寿险公司
偿付能力报告出炉，备受行业关注
的非上市寿险公司2018年净利润
情况也随之出炉。据《证券日报》
记者统计，已经披露相关数据的70
家险企中，有38家险企盈利，合计
净利润为325亿元；有32家险企亏
损，合计亏损144亿元。

整体来看，在非上市险企中，
泰康人寿2018年以118.59亿元净利
润居首位，阳光人寿、华夏人寿净
利润均超 30 亿元，位列第二、三
位。此外，有两家寿险公司亏损超
过10亿元，最高亏损者达68亿元。

权益市场波动影响净利润

实际上，2018年不少险企受到
了权益市场波动的影响，投资收益
出现下滑，进而影响了净利润整体
收益情况。

比如，1月29日，中国人寿发布
业绩预告表示，2018年度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2017年度减
少约161.26亿元到225.77亿元人民
币，同比减少约50%到70%。

对于此次业绩预减，中国人寿
称，2018年年度业绩减少的主要原
因是受权益市场整体震荡下行影
响，公司公开市场权益类投资收益
同比大幅减少。早在2018年三季
报披露时，中国人寿就表示，受境
内股票市场持续低迷影响，权益投
资收益承压。

另一家 2018 年大幅亏损的寿
险公司也提到，受2018年资本市场
大幅下行影响，公司权益类投资出
现较大规模的损失，造成公司2018
年度较大幅度亏损。

从行业大类资产配置来看，
2018年险资配置股票和证券投资
基金 19219.87 亿元，占比达到了
11.71%。2018年 1月初，上证指数开
盘为3314.03点，此后一路下行，在
年末以 2493.9 点收盘，降幅达到
24.75%，大盘表现并不乐观。

申万宏源证券研报也认为，
投资收益率预期下滑，关注年末
资产减值损失。截至2018年年末
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达 16.4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0%，增速较 2017
年进一步放缓，行业险资运用平
均收益率基于资本市场波动预期
较 2017 年下滑超过 1 个百分点，
达到4.3%。

龙头险企依然优势明显

去年险企净利润除受到权益
投资影响之外，马太效应显著是行
业净利润的另一大特点。据《证券
日报》记者梳理，去年纳入统计的
70家险企中，有38家险企盈利，但
也有32家险企亏损，盈亏占比较为
平均，行业净利润也主要来源于头
部险企。

从净利润较高的险企来看，泰
康人寿、阳光人寿、华夏人寿、恒大
人寿、中美联泰大都会、中信保诚、
招商信诺等险企净利润均超 10亿
元，其他险企净利润均不足 10 亿
元。有两家险企甚至大幅亏损超
过10亿元。

2018年，行业保费也经历了大
调整，寿险公司原保费增速创下近
7年来的新低。据《证券日报》记者
梳理，去年人身险公司原保费收入
2.6万亿元，同比增长0.85%。这是
自2012年以来，人身险公司原保费
同比增速最低的一年。

除不少人身险公司保费出现
负增长之外，2018年的人身险市场
依然呈现大型险企市场份额较大，
绝大多数中小险企份额均低于1%
的现状。数据显示，去年91家寿险
公司中，有72家公司原保费市场份
额均不足 1%，而前 10家险企合计
市场份额达73.49%。

与保费数据相对应的是，去年
大型非上市寿险公司净利润依然
远高于其他中小非上市寿险公司，
例如泰康人寿、阳光人寿、华夏人
寿净利润均超过30亿元，远高于其
他非上市险企。

从中小险企面临的困境来看，

近日，麦肯锡对来自40余家保险公
司的近60名高管进行了调研。调
研结果显示，行业对于中小保险公
司的未来发展持谨慎乐观态度，令
受访者最为困惑的问题是中小保
险公司的战略定位、产品和客户的
差异化经营，以及公司治理和基础
投入。

相对而言，寿险从业者对行业
发展前景更加积极，其关注点更加
集中于战略定位、产品和渠道创
新、治理稳定上。调研结果指出，
中小保险公司亟需解决外部竞争
和内部经营两大挑战。

调查结果还显示，监管收紧，
粗放模式不再。未来，良性的进入
和退出机制将逐步形成，行业的优
胜劣汰会更加明显，中小保险公司
的压力也会进一步增大。

内部而言，中小保险公司面临
内部治理不稳定、基础投入长期不
足、产品开发动力较弱、渠道管理
上对第三方的依赖性高、客户经营
薄弱，以及品牌经营理念淡薄等挑
战，相较于大公司处于劣势。

麦肯锡认为，对于中小保险公
司而言，市场竞争充满挑战，但未
来机遇大于挑战，中小保险公司要
努力做到“小而美”而非“小而全”：

“小而全”往往容易顾此失彼，导致
资源分散，最终业务缺乏特色，成
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而要
做到“小而美”，中小保险公司首先
要对自身禀赋和短板有清醒的认
识，然后发挥禀赋，规避短板，并在
这一基础上强化客户经营，建立鲜
明的品牌形象，聚焦差异化的价值
主张，真正做到纾困突围，茁壮成
长。 （证券）

38家寿险公司去年净利325亿元
近半数险企合计亏144亿元

截至2018年年底

我市保险公司增至46家
保费收入85.58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