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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70周年系列）

中国平安：勇立潮头 金融巨舰扬帆起航

本报记者 齐金钊

1988年，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在深圳蛇口呱

呱坠地。 从此，这家以“平安” 为名，寓意国人对保险业美

好向往的公司，伴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大潮，开启了曲折、

精彩的创业史。

31年后的今天，坐拥接近2亿用户的中国平安，早已从

当年的一家小公司，成长为家喻户晓的综合金融集团。“抢

跑者”“创新者” ……细细品味中国平安被外界冠以的一

个个标签，它不止见证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历

史，也成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最值得研读的公司之一。

抢跑者

站在深圳莲花山顶的小平铜像广场向南远眺，在高楼

林立的CBD中， 接近600米高的平安金融中心大厦因其挺

拔、锋锐的姿态格外醒目。 如今，这栋深圳第一高楼，不仅

是这座城市的物理地标，也被视作深圳金融创新成果的精

神象征之一。 作为这座大厦的缔造者，中国平安一路“抢

跑”的发展姿态令人瞩目。

1988年，由招商局、工商银行和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

出资5300万元，平安保险在深圳蛇口正式成立，成为改革

开放后第二家保险公司，同时也是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

险公司。

中国平安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第一次 “抢跑” ， 发生

1992年下半年。 此时，平安保险公司刚刚获批更名为中国

平安保险公司，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保险公司就此诞

生。 为了继续做大业务规模、补充资本，中国平安决定在三

家国企股东之外， 引入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两大外资股东。

对于此时正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现代保险业而言，这是

破天荒的第一遭。

“保险企业不是收了保费就马上有利润， 理论上要经

营8年后才能盈利。如果要继续扩大规模，只能找渠道扩充

资本金。 但公司成立以来还没赚到钱，公司的老股东在继

续投入上显得很为难。”回忆当年那段跌宕起伏的经历，中

国平安创始人之一，中国平安副董事长孙建一作为这一事

件的亲历者至今仍历历在目。

孙建一回忆，为了说服摩根士丹利和高盛投资中国平

安，双方的“拉锯式”谈判整整持续了一年之久，其中多轮

谈判都是昼夜进行。 最终，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以超过每股

净资产6倍的价格取得平安13.7%的股份， 每家入股3500

万美元，中国平安由此成为中国第一家有外资参股的保险

企业。

中国平安第二次影响深远的“抢跑” 是建成综合金融

集团。 孙建一介绍，从1995年起，中国平安开始着手将产、

寿险在经营上分开，但分业的核心问题———产、寿险的资

产分立及原有的信托、证券的股权安排，涉及多个监管部

门和相关法律问题。 因此，在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前提

下，选择什么样的分业模式，成为对中国平安管理智慧的

考验。

中国平安管理层认为，国际金融业的流行趋势是由昔

日的分业走向混业，各国的金融保险业在降低成本、提高

效率和提高国际竞争力压力下，通过集团控股的组织模式

实行分业经营和专业化管理。 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认

为，以保险为核心的综合性金融服务集团才是中国保险业

未来组织模式的发展方向。

为了让史无前例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构想落地，中国

平安与监管层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沟通交流。终于在2002年

4月2日，监管层正式批准了《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业经营实施方案》， 中国平安坚持了7年的分业改革方

案终于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创新者

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创新中求发展。 要解读中国平安

31年的成长史，除了勇于“抢跑” 外，持续地“创新” 是另

一条不容忽视的主线。

早在2008年，中国平安便跻身世界500强行列。 纵观

中国平安近十年来的变化，在综合金融业务规模越做越大

的同时，金融科技的探索创新逐渐成为中国平安的一张新

名片。

2008年，中国平安回归A股上市，并以此为起点全面

推广综合金融发展模式，从“万里通”“一账通” 到“陆金

所”陆续诞生，中国平安的金融科技版图雏形初现。 2013

年，中国平安提出“科技引领金融” 的目标，开启综合金融

服务与互联网金融平台深度耦合的时代。 2017年底，中国

平安确定了未来10年深化“金融+科技” 、探索“金融+生

态”的战略规划。

把创新引领发展作为公司的立根之本，中国平安的科

技能力持续强化。过去十年，中国平安累计投入500亿元用

于科研，拥有“生物识别、大数据、人工智能、云、区块链”

等核心技术。截至2019年6月末，中国平安拥有10.1万名科

技公司人员、3.2万名研发人员、2200名科学家的一流科技

人才队伍。

除了运用科技创新能力为自身的主业赋能外，随着金

融科技实力的不断创新夯实，中国平安的金融科技能力逐

渐开始对外进行价值输出。 9月6日，香港交易所集团宣布

与中国平安签署金融科技战略合作协议，持续深化在金融

科技领域的多层次合作。

新航程

从白手起家，到引领行业，中国平安的发展史是新中

国成立70年来中国企业从自力更生到做大做强的缩影之

一。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中国平安总资产7.56万

亿元，拥有1.96亿个人客户和5.76亿互联网用户。

如今的中国平安，旗下子公司包括平安寿险、平安产

险、平安养老险、平安健康险、平安银行、平安信托、平安证

券、平安基金等，涵盖金融业各个领域。 此外，中国平安积

极开拓包括陆金所、平安好医生、金融壹账通、壹钱包、平

安科技、平安金服等在内的科技业务，一艘勇立潮头的“金

融巨舰”已扬帆起航。

如果说过去的3个十年，是中国平安探索追赶的十年，

那么进入第4个十年发展阶段的中国平安已走向引领者的

舞台。 面对开启的第4个十年，中国平安表示，随着人工智

能、云计算、区块链及5G等技术的愈发成熟，社会将进化

为智慧服务的生态时代。 基于此，中国平安有预见性地构

建了8大研究院，近50个实验室，以年收入1%的科技研发

投入，致力于用科技赋能生态，为国家、社会、客户提供领

先的智慧解决方案,�从科技赋能金融开始，中国平安逐步

向医疗、 房产、 出行及城市各个领域纵深发展，“生态驱

动”模式雏形初现。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平安新30年的开局

之年。 ”马明哲表示，2019年是中国平安战略转型的关键

之年，在“金融+科技”“金融+生态” 的战略规划指引下，

中国平安将创新科技聚焦于大金融资产、大医疗健康两大

产业，深度应用于传统金融与“金融服务、医疗健康、汽车

服务、房产服务、智慧城市” 五大生态圈，对内持续提升数

据化智慧经营水平， 对外赋能开放平台反哺金融主业，向

着成为国际领先的科技型个人金融生活服务集团的整体

目标稳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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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19年部分节假日安

排的通知和沪深交易所2019年“十一” 休

市的规定，本报10月2日至7日休刊，10月8

日恢复正常出报。

本报编辑部

在高楼林立的深圳

CBD

，接近

600

米高的平安金融中心大厦格外醒目 图片来源/中国平安

习近平出席投运仪式并宣布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入运营

□

新华社电

凤凰展翅，逐梦蓝天。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之际，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仪式25日上午在

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 宣布机场正式投运并

巡览航站楼， 代表党中央向参与机场建设和运

营的广大干部职工表示衷心的感谢、 致以诚挚

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大兴国际机场能够在不到5年

的时间里就完成预定的建设任务， 顺利投入运

营，充分展现了中国工程建筑的雄厚实力，充分

体现了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 充分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新中国70年何等辉煌！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不可

能”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 奇迹

是干出来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有雄心、有自信继续奋斗，朝着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实践充分证明，中国人民

一定能，中国一定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出席仪式并致辞。

9时45分，习近平来到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

轨道交通大兴机场线草桥站， 考察北京市轨道

交通建设发展情况和大兴机场线运营准备情

况。 连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和中心城区的轨道

交通专线，一期工程41公里已建成投运。草桥站

把地铁站功能和机场值机功能结合起来， 让乘

客在地铁站内就能实现国内国际值机， 办理行

李安检和托运， 实现了城市交通同机场交通的

无缝衔接，极大便利了广大乘客。

在草桥站进站大厅， 习近平结合展板听取

情况介绍。习近平强调，城市轨道交通是现代大

城市交通的发展方向。 发展轨道交通是解决大

城市病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绿色城市、智能城

市的有效途径。北京要继续大力发展轨道交通，

构建综合、绿色、安全、智能的立体化现代化城

市交通系统，始终保持国际最先进水平，打造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

随后， 习近平乘坐轨道列车前往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 在途中详细询问轨道列车的设计制

造和票价、行李托运、同其他交通线路衔接等情

况。 习近平强调，城市现代化要交通先行，要发

挥好大兴国际机场的辐射带动作用， 联通京津

冀世界级城市群、北京“四个中心” 、雄安新区

建设，服务好京津冀协同发展。

金秋的北京，秋高气爽，艳阳高照，阳光洒

在古铜色的航站楼顶，闪耀出熠熠光彩，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犹如一只金凤凰展翅欲飞。

抵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习近平首先在综

合交通中心听取机场综合交通体系建设情况介

绍。 大兴国际机场配套建设了现代化的立体交

通体系， 不仅在机场内部实现了公路、 轨道交

通、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等不同运输方式的立体

换乘、无缝衔接，而且在外部配套建设了五纵两

横的交通网络。 目前，大兴机场高速、轨道交通

新机场线、京雄城际铁路北京段等已同步开通。

习近平对新机场配套交通设施建设表示肯定。

他指出，建设内外部联通的综合交通体系，是提

高机场运行效率的关键。要树立先进管理理念，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管理运营智能化、便利

化水平。

大兴机场航站楼， 是目前全球最大规模的

单体航站楼，以其独特的造型设计、精湛的施工

工艺、便捷的交通组织、先进的技术应用，创造

了许多世界之最。航站楼里，流线型的空间结构

十分宽敞明亮。 习近平步行巡览站台大厅和值

机大厅，实地了解值机、安检、登机和残疾人无

障碍设施等情况， 并结合沙盘和模型听取机场

总体规划、设施建设等介绍。 习近平强调，大兴

国际机场是首都的重大标志性工程， 是推动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骨干工程。 京津冀三地要抓住

机遇加强协同合作，加快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

民航业是国家重要的战略产业。 要建设更多更

先进的航空枢纽、更完善的综合交通运输系统，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值机柜台前，习近平察看智能技术、全自助

无纸化智慧值机的流程， 对机场采用现代化设

施为旅客提供便利服务的做法表示肯定。 他强

调，既要高质量建设大兴国际机场，更要高水平

运营大兴国际机场。 要把大兴国际机场打造成

为国际一流的平安机场、绿色机场、智慧机场、

人文机场，打造世界级航空枢纽，向世界展示中

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展示中国开放包容和平

合作的博大胸怀。

投运仪式在机场联检大厅举行。11时许，伴

随着欢快的迎宾曲，习近平等步入仪式现场，全

场起立鼓掌。

中国民航局负责同志向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颁发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使用许可证。

11时28分，习近平走上主席台，宣布：“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 ” 全场响起热烈掌

声。（下转A02版）

抢跑者

站在深圳莲花山顶的小平铜像广场向南

远眺，在高楼林立的CBD中，接近600米高的

平安金融中心大厦因其挺拔、锋锐的姿态格外

醒目。如今，这栋深圳第一高楼，不仅是这座城

市的地标，也被视作深圳金融创新成果的精神

象征之一。 作为这座大厦的缔造者，中国平安

一路“抢跑”的发展姿态令人瞩目。

1988年，由招商局、工商银行和中国远洋

运输总公司出资5300万元， 平安保险在深圳

蛇口正式成立，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二家保险公

司，同时也是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

中国平安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第一次 “抢

跑” ，发生在1992年下半年。 此时，平安保险

公司刚刚获批更名为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一

家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保险公司就此诞生。

为了继续做大业务规模、补充资本，中国平安

决定在三家国企股东之外， 引入摩根士丹利

和高盛两大外资股东。 对于此时正在摸着石

头过河的中国现代保险业而言， 这是破天荒

的第一遭。

“保险企业不是收了保费就马上有利润，

理论上要经营8年后才能盈利。 如果要继续扩

大规模，只能找渠道扩充资本金。 但公司成立

以来还没赚到钱，公司的老股东在继续投入上

显得很为难。”回忆当年那段跌宕起伏的经历，

中国平安创始人之一，中国平安副董事长孙建

一作为这一事件的亲历者至今仍历历在目。

孙建一回忆， 为了说服摩根士丹利和高

盛投资中国平安，双方的“拉锯式” 谈判整整

持续了一年之久， 其中多轮谈判都是昼夜进

行。 最终，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以超过每股净资

产6倍的价格取得平安13.7%的股份， 每家入

股3500万美元， 中国平安由此成为中国第一

家有外资参股的保险企业。

中国平安第二次影响深远的 “抢跑” 是

建成综合金融集团。 孙建一介绍， 从1995年

起，中国平安开始着手将产、寿险在经营上分

开，但分业的核心问题———产、寿险的资产分

立及原有的信托、证券的股权安排，涉及多个

监管部门和相关法律问题。 因此， 在符合法

律、法规要求的前提下，选择什么样的分业模

式，成为对中国平安管理智慧的考验。

中国平安管理层认为， 国际金融业的流

行趋势是由昔日的分业走向混业， 各国的金

融保险业在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和提高国际

竞争力压力下， 通过集团控股的组织模式实

行分业经营和专业化管理。 中国平安董事长

马明哲认为， 以保险为核心的综合性金融服

务集团才是中国保险业未来组织模式的发展

方向。

为了让史无前例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构

想落地， 中国平安与监管层展开了旷日持久

的沟通交流。终于在2002年4月2日，监管层正

式批准了《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业

经营实施方案》， 中国平安坚持了7年的分业

改革方案终于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创新者

在竞争中求生存， 在创新中求发展。 要

解读中国平安31年的成长史，除了勇于“抢

跑” 外，持续地“创新” 是另一条不容忽视的

主线。

早在2008年， 中国平安便跻身世界500

强行列。纵观中国平安近十年来的变化，在综

合金融业务规模越做越大的同时， 金融科技

的探索创新逐渐成为中国平安的一张新名

片。 （下转A02版）

中国平安：持续创新 科技赋能谋转型

□

本报记者 齐金钊

� 1988年， 新中国第一家股份

制保险公司在深圳蛇口呱呱坠地。

从此，这家以“平安” 为名，寓意国

人对保险业美好向往的公司，伴随

着中国金融改革的大潮，开启了曲

折、精彩的创业史。

31年后的今天， 坐拥接近2亿

用户的中国平安，早已从当年的一

家小公司，成长为家喻户晓的综合

金融集团。 “抢跑者”“创新者”

……细细品味中国平安被外界冠

以的一个个标签，它不止见证了我

国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历史，

也成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最值得

研读的公司之一。

市值逾1100亿元

财政部划转农行工行股权充实社保基金

□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25日晚间，农业银行、工商银行相继发布公

告称， 该银行股东财政部将其持有的该行股权

的10%一次性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持有。 据当日A股收盘价计算，二者合计股权划

转总价值超过1100亿元。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划

转对两家银行股价影响不大。

农行公告显示，本次划转前，财政部持有公

司1372.39亿股A股股份， 占普通股股份总数的

39.21%； 本次划转的股份数为137.24亿股A股

股份，占普通股股份总数的3.92%。

工行公告显示，本次划转前，财政部持有

该行1233.16亿股A股股份， 占该行普通股股

份总数的 34.60% ； 本次划转的股份数为

123.32亿股A股股份，占该行普通股股份总数

的3.46%。

据农行半年报，截至6月30日，农业银行的

前三大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财政

部 、 社保基金会持股比例分别为 40.03% 、

39.21%、2.8%。 此次股权划转之后，社保基金会

持有农行股份比例升至6.09%，而财政部持股比

例降至35.29%。 工行半年报显示， 截至6月30

日， 工商银行前四大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财政部、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社保基金会持股比例分别为34.71%、34.6%、

3.41%、2.43%。 此次股权划转之后，社保基金会

持有工商银行股份升至5.89%，而财政部持有工

商银行比例降至31.14%。

9月20日，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

的通知》，明确中央和地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

实社保基金工作于2019年全面推开。其中，中央

层面，具备条件的企业于2019年底前基本完成，

确有难度的企业可于2020年底前完成， 中央行

政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待集中统一监管改革完成

后予以划转；地方层面，于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

划转工作。

天风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廖志明认为，

本次划转是落实此前已发布的政策。 对于银行

而言， 是国家股东层面的持股主体相互变换了

一下， 如果不减持， 对银行股价就几乎没有影

响。 从历史来看，社保基金持有的大型银行股权

均保持稳定。

中泰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戴志锋认为，

本次股权划转是为充实社保基金。现在银行股

估值较低，股息率较高。 对于社保基金来说，减

持可能性很小。 作为长期投资者，社保基金拿

银行股息的可能性较大， 对市场及股价影响

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财政部已将其持有的

中国人保、 中国太平等国有大型金融机构股权

的10%划转至社保基金会。

第三家新设外资控股券商

申请获接收

□

本报记者 徐昭 胡雨

证监会官网显示， 株式会社大和证券集团

总公司的《证券公司设立审批》材料已于日前

被证监会接收。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接近大和证券人士处了

解到， 大和证券此次拟与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

理中心、 北京熙诚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合资新设

立证券公司。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接近大和证券

人士处获悉， 此次明确日方股东在合资证券公

司中的持股比例为51%，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

理中心和第二家中方股东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33%和16%。

若大和证券设立的合资券商获批，该合资

证券公司将成为国内第四家外资控股券商，

大和证券也将成为国内第三家新设立控股

合资证券公司的外资金融机构。 目前国内外

资控股券商仅有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

公司、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有限公司、瑞银证券

3家。

公开资料显示， 大和证券为日本国内仅次

于野村证券的第二大证券公司， 公司主要从事

证券及衍生工具的买卖及经纪业务，以及承销、

销售、发售及私人发售证券。

早在2004年， 大和证券便与上海证券设立

了海际大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后因经营业绩

不理想等因素，2014年大和证券将持有的海际

大和证券转让给上海证券。

今年以来， 监管层在证券行业对外开放方

面政策不断。

7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公布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明确将原定

于2021年取消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和

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时点提前到2020年。

9月，证监会在“深改12条” 中明确，要加快

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 加快建设高质量

投资银行。

中国券业对外开放至今已走过24个年头，

外资业务范围及持股比例限制逐渐放开， 券业

对外开放水平持续提升。进入2019年，外资谋求

控股或新设立控股合资证券公司持续加速。

有接近监管层人士表示， 透过大和证券此

次提交申请， 可以窥见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

水平正进一步提升。“未来中国券业对外开放将

不断提速，开放政策也将陆续落地。 ”

9月25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CA9597次航班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起飞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