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保监会：

支持保险资管发起设立长期限产品

本报记者 程竹

在16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定调保险业三大方向。

他指出，一是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尽量把目录外合理的医疗费用作为商业健康保险的保障责任范围；二是将商业养老保险纳入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加快建设，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创新发展提供具备长期直至终身领取功能的养老年金保险；三是提升保险资金长期投资能力，支持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发起设

立长期限产品，支持保险资金承接银行理财相关存量资产。

目前我国人均持有

人身险保单数不足1件

黄洪指出，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现有90家人身险法人机构。今年1-11月，人身险保费收入3.1万亿元，占保险业的74.1%，同比增长7.4%；人身险公司总资产近20万亿元，占保险业的85.5%。截至11月末，人身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18.5万亿元，占全行业的88.3%，其中绝大部分为长期资金，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长期稳定资金来源。

黄洪表示，目前，中短期业务保费占比仅为4%，占比从2015年高峰时期下降了近九成，万能险业务占比为15%，占比从2016年高峰时期下降一半。我国人身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236.5%，是监管标准的两倍多；今年以来人身险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1.6万亿元，为近年来的最高值。

黄洪认为，衡量一个市场的发展阶段，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综合分析：一是渗透率，二是市场需求，三是供给能力，四是市场竞争状况，五是市场主体的经营管理水平。

从渗透率来看，我国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分别只有4.3%和430美元，在全球的排名分别为第38位和第46位，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保险市场的水平，也低于全球保险业的平均水平。 目前我国人均持有人身险保单数不足1件，仅为0.8件，这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支持保险资金承接

银行理财相关存量资产

针对下一步银保监会引导保险资金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主任袁序成介绍，截至2020年10月末，保险资金通过债券、股票和非公开市场投资为实体经济融资18万亿元。 其中，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等方式，直接对接“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

设和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等项目的融资需求，产品累计登记（注册）规模达3.8万亿元。

袁序成透露，下一步，银保监会将持续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更好地发挥保险资金期限长、规模大、来源稳定的优势，加大对国家战略和企业的长期融资支持力度，主要从四个方面做工作。

一是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长期资产的供给。支持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发起设立长期限的产品，根据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创新产品形式，丰富长期资产市场。同时，支持保险资金承接银行理财相关的存量资产，如政府出资的产业投资基金、二级资本债等，推动有关部门丰富债券市场中长期的投资品种，培育长期资产投资的交易市场。

二是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简化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行政许可项目，推进资产支持计划注册制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同时，优化监管政策，对保险资金投资先进制造业、区域协调发展、国家重大工程等领域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修订完善保险资金股权投资、保险私募基金政策，为实体

企业提供更多的长期资本性资金。

三是落实保险资产负债监管制度，全面提升行业风险抵抗能力。 进一步落实好《保险资产负债管理监管暂行办法》，推动公司建立健全资产负债管理体系，进一步化解部分公司的“长钱短配”风险。

四是加强关联交易资产穿透监管，维护保险资金运用安全。 建立以资金流向为线索的全流程监控制度，重点监控公司治理不健全机构的关联交易和大额资金运用，防范不正当的利益输送。

尽量把目录外合理的医疗费

纳入商业健康保险范围

对于商业健康保险保持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势头。 黄洪表示，下一步将从五个方面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

一是扩面。 着力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覆盖面。 应用“大数法则”来分散风险，倡导和践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互助共济的商业健康保险宗旨。

二是固本。 商业健康保险要回归本源，要强化它的保障功能。 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要尽量推出一些保险责任期限长的长期健康保险，二是要鼓励引导保险公司在商业健康保险保障范围设计上，尽量把目录外合理的医疗费用作为商业健康保险的保障责任范围，降低人民群众的实际医疗负担。

三是增效 。 鼓励人民群众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在产品政策上，推动商业保险通过区别定价和费率浮动，以及资金账户积累等方式，鼓励年轻人和健康人群为未来的健康保障投保，加强健康保险与健康管理的融合，从“保疾病” 到“促健康” 。

四是强基。 商业健康保险是对疾病和医疗风险的一种定价。 强基就是要加强一些基础建设，包括信息系统建设、精算制度建设、定价规则建设。

五是提质。 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服务能力，尤其是要积极参与管控不当的医疗行为，要积极参与医疗卫生综合治理和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对不当医疗行为进行管控，减少不合理的医疗费用支出，缓解“医疗通胀”问题。

在加快推进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上，黄洪表示，下一步，银保监会主要从五个方面落实。 一是加快发展专业化经营市场主体；二是扩大商业养老保险领域对外开放；三是加大养老保险产品创新；四是强化养老保险基础建设；五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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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

资产再定价逻辑

“寻找稀缺性”

□本报记者 张利静

12月16日， 中国银河证券2021年

年度投资策略报告会在北京举办。 在

“守正出新” 主题下，会议聚焦周期新

格局、科技新时代、消费新业态、能源新

趋势等话题，解读了经济、政策、行业及

资本市场的发展趋势及2021年A股投

资机会。

银河证券FICC&固收分析师刘丹

认为：“货币宽松环境下， 市场对于资

产重新定价， 长跑冠军将是类货币资

产和优质权益资产。 ” 2021年资产再

定价的逻辑仍在于“寻找稀缺性” ，类

货币如数字货币和黄金的投资机会值

得关注。

在“周期新格局”主题交流活动中，

银河证券房地产行业分析师潘玮认为，

龙头房企盈利能力中长期将触底回升。

建议关注低估值、 高股息的优质住宅开

发、物业行业龙头。

银河证券金融行业分析师武平平认

为， 融资体系亟需转变， 直接融资大发

展，注册制全面推进，证券行业将持续受

益政策红利释放。零售客户基础扎实、金

融科技领先、 积极布局消费需求的银行

有望深度受益。

在“基金新投资”主题交流中，中国

银河证券研究院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胡

立峰表示，2021年仍是“超级大年” ，公

募权益基金将在服务支持实体经济、推

动行业产业结构调整、 推动科研创新等

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债券基金、货币市场

基金方面，将进入防范化解风险、整固夯

实基础的阶段， 不管是业绩还是规模预

期可能出现“滞胀” 态势。

胡立峰还预测， 基金投顾业务在

2021年有可能随着市场情绪出现爆炸

性增长，将是基金销售、基金财富管理行

业的新“风口” 。

□本报记者 程竹

目前我国人均持有

人身险保单数不足1件

黄洪指出， 我国已是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现

有90家人身险法人机构。今年1-11月，人身险保费

收入3.1万亿元，占保险业的74.1%，同比增长7.4%；

人身险公司总资产近20万亿元，占保险业的85.5%。

截至11月末， 人身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18.5万亿

元，占全行业的88.3%，其中绝大部分为长期资金，

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长期稳定资金来源。

黄洪表示， 目前， 中短期业务保费占比仅为

4%，占比从2015年高峰时期下降了近九成，万能险

业务占比为15%， 占比从2016年高峰时期下降一

半。 我国人身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236.5%，

是监管标准的两倍多；今年以来人身险公司经营活

动现金净流入1.6万亿元，为近年来的最高值。

黄洪认为，衡量一个市场的发展阶段，应当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综合分析：一是渗透率，二是

市场需求，三是供给能力，四是市场竞争状况，五

是市场主体的经营管理水平。

从渗透率来看，我国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分

别只有4.3%和430美元，在全球的排名分别为第

38位和第46位，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保险市场的

水平，也低于全球保险业的平均水平。 目前我国

人均持有人身险保单数不足1件， 仅为0.8件，这

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支持保险资金承接

银行理财相关存量资产

针对下一步银保监会引导保险资金更好服

务实体经济方面，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主任袁序

成介绍， 截至2020年10月末， 保险资金通过债

券、股票和非公开市场投资为实体经济融资18万

亿元。 其中，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权投资计

划、股权投资计划等方式，直接对接“两新一重”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交通水

利等重大工程建设）等项目的融资需求，产品累

计登记（注册）规模达3.8万亿元。

袁序成透露，下一步，银保监会将持续加大

改革创新力度， 更好地发挥保险资金期限长、规

模大、来源稳定的优势，加大对国家战略和企业

的长期融资支持力度，主要从四个方面做工作。

一是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长

期资产的供给。支持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发起设立长

期限的产品，根据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创新产品形

式，丰富长期资产市场。同时，支持保险资金承接银

行理财相关的存量资产，如政府出资的产业投资基

金、二级资本债等，推动有关部门丰富债券市场中

长期的投资品种，培育长期资产投资的交易市场。

二是继续深化“放管服” 改革，进一步提高

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简化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行政

许可项目，推进资产支持计划注册制改革，激发

市场活力。同时，优化监管政策，对保险资金投资

先进制造业、区域协调发展、国家重大工程等领

域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修订完善保险资金股权

投资、保险私募基金政策，为实体企业提供更多

的长期资本性资金。

三是落实保险资产负债监管制度，全面提升

行业风险抵抗能力。 进一步落实好《保险资产负

债管理监管暂行办法》， 推动公司建立健全资产

负债管理体系，进一步化解部分公司的“长钱短

配”风险。

四是加强关联交易资产穿透监管，维护保险

资金运用安全。建立以资金流向为线索的全流程

监控制度，重点监控公司治理不健全机构的关联

交易和大额资金运用，防范不正当的利益输送。

尽量把目录外合理的医疗费

纳入商业健康保险范围

对于商业健康保险保持持续快速稳定的发

展势头。 黄洪表示，下一步将从五个方面加快发

展商业健康保险。

一是扩面。着力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覆盖面。

应用“大数法则”来分散风险，倡导和践行人人为

我、我为人人、互助共济的商业健康保险宗旨。

二是固本。 商业健康保险要回归本源，要强

化它的保障功能。 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要尽量

推出一些保险责任期限长的长期健康保险，二是

要鼓励引导保险公司在商业健康保险保障范围

设计上，尽量把目录外合理的医疗费用作为商业

健康保险的保障责任范围，降低人民群众的实际

医疗负担。

三是增效。 鼓励人民群众购买商业健康保

险，在产品政策上，推动商业保险通过区别定价

和费率浮动，以及资金账户积累等方式，鼓励年

轻人和健康人群为未来的健康保障投保，加强健

康保险与健康管理的融合，从“保疾病” 到“促

健康” 。

四是强基。 商业健康保险是对疾病和医疗风

险的一种定价。强基就是要加强一些基础建设，包

括信息系统建设、精算制度建设、定价规则建设。

五是提质。 提高商业健康保险的服务能力，

尤其是要积极参与管控不当的医疗行为，要积极

参与医疗卫生综合治理和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对

不当医疗行为进行管控，减少不合理的医疗费用

支出，缓解“医疗通胀” 问题。

在加快推进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上，黄洪表

示，下一步，银保监会主要从五个方面落实。 一是

加快发展专业化经营市场主体；二是扩大商业养

老保险领域对外开放；三是加大养老保险产品创

新；四是强化养老保险基础建设；五是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提升专业能力。

银保监会：支持保险资管发起设立长期限产品

� 在16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

吹风会上， 银保监会副主席黄

洪定调保险业三大方向。

他指出， 一是加快发展商

业健康保险， 尽量把目录外合

理的医疗费用作为商业健康保

险的保障责任范围； 二是将商

业养老保险纳入养老保障第三

支柱加快建设， 开展专属商业

养老保险试点， 创新发展提供

具备长期直至终身领取功能的

养老年金保险； 三是提升保险

资金长期投资能力， 支持保险

资产管理公司发起设立长期限

产品， 支持保险资金承接银行

理财相关存量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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