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年四家合计亏超16亿元

风格漂移的养老险公司驶向何处

本报记者 陈露

近日，6家养老险公司披露2024年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上半年盈利状

况浮出水面。其中，国寿养老、国民养老实现盈利，泰康养老、大家养老、恒安标准

养老、新华养老均处于亏损状态，四家合计亏损超16亿元。

业绩亏损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下养老险公司面临的转型压力。去年底，

金融监管总局下发《养老保险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对养老险公司发展定位

和业务结构进行重塑，并给予三年过渡期。过往曾为部分养老险公司贡献大量保

费收入的短期健康险业务被叫停，养老险公司亟需寻找新的业绩增长点。

记者调研了解到，多家养老险公司正重新定位，推进业务结构调整，收缩和

剥离非养老业务；与此同时，还通过高管调整、增资引战等方式，为转型发展蓄

力。业内人士认为，未来养老保险公司应走专业化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多层次、多

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设，聚焦养老主业，创新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

仅两家公司实现盈利

自2004年首家养老险公司平安养老成立以来，目前我国共有10家养老险公

司，分别为国寿养老、太平养老、平安养老、泰康养老、长江养老（参照保险资管

公司管理）、大家养老、新华养老、恒安标准养老、人保养老、国民养老。

“尽管公司名称都为养老险公司，但在业务上存在较大差异。 一些养老险公

司既做年金业务，又做普通保险业务。 有的公司受限于年金业务资质，主要开展

保险业务，也有公司开展保险资管业务。 ” 某养老险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截至8月15日，已有6家养老险公司披露2024年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 在保

险业务收入上，除泰康养老上半年保险业务收入较去年同期出现下降之外，其他

有可比数据的养老险公司均实现正增长。具体来看，泰康养老、国民养老、大家养

老、新华养老、恒安标准养老上半年分别实现保险业务收入142.07亿元、25.2亿

元、11.8亿元、0.12亿元、0.07亿元。 国寿养老未披露相关数据。

国寿养老、国民养老上半年分别实现净利润5.35亿元、2.55亿元，同比增长

32.81%、5.11%，是目前上半年仅有的两家实现盈利的养老险公司。泰康养老、大

家养老、恒安标准养老、新华养老净利润分别为-14.76亿元、-1.98亿元、-0.10亿

元、-0.05亿元。

今年一季度，泰康养老、大家养老、恒安标准养老、新华养老就已经出现亏

损，净利润分别为-11.84亿元、-1.37亿元、-0.04亿元、-0.13亿元。 到了二季度，

除新华养老外，其余三家公司亏损继续扩大。

业内人士认为，养老险公司出现盈亏差异或与保险公司业务结构调整有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介绍，2023年底， 金融监管总局下发的

《养老保险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 禁止养老险公司经营短期健康险业

务，这一规定对部分健康险业务占比较大的养老险公司影响较大。

上述养老险公司负责人也向记者表示， 该公司承办了部分地区政府大病医

疗保险、团体健康险等业务。 根据《办法》，养老险公司后续不能开展此类业务，

公司正逐步收缩此类业务，这将对公司营收和盈利产生一定影响。

除承保端业务结构调整带来的影响之外，业内人士认为，资本市场波动导致

投资收益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养老险公司业绩表现。纵观几家养老险公司

投资收益情况，2024年上半年，国民养老投资收益率排名首位，为2.8%，其余五

家投资收益率均低于2%。新华养老、国寿养老、恒安标准养老、泰康养老、大家养

老投资收益率分别为1.57%、1.38%、0.74%、0.64%、0.64%。

面临转型阵痛期

养老险公司净利润承压背后是业务转型阵痛。去年底，金融监管总局下发的

《办法》强调聚焦养老主业，对养老险公司经营范围进一步明确，并要求养老险

公司业务范围超出规定的，应当自《办法》印发之日起三年内完成业务范围变

更。 剥离非养老业务，寻找新的业绩增长点成为养老险公司转型必经之路。

《办法》规定，养老险公司不能经营短期健康险业务，成为业内普遍关注的

焦点。“有些养老险公司在成立之初承接了寿险公司团险部门的人员和业务，有

开展此类业务的历史基础，再加上此类业务容易做大规模，所以发展较快，有的

公司此类业务占比较高。 ” 众托帮联合创始人兼总经理龙格说。

从养老险公司公开披露的2023年度报告来看，泰康养老、太平养老、平安养

老等养老险公司主要险种集中在团体健康险、团体意外险等。

以险种来划分，泰康养老的健康险业务收入占保险业务收入近80%，其中泰

康城乡居民大病团体医疗保险（A型）在该公司产品保费收入排行榜中居首位。

太平养老、平安养老的保费收入居前5位的保险产品也以团体医疗保险、团体意

外伤害保险等为主。

“对于不符合监管规定的养老险公司来说，在近三年过渡期内，需要对相关

业务进行剥离，以符合监管规定。 ” 龙格说。

记者注意到，保险公司正在进行业务调整。 以惠民保为例，当前各地推出的

惠民保主要是一年期的短期健康险产品。 复旦大学发布的《“以退为进” ：惠民

保产品研究与观察———基于73款停售惠民保产品的分析》 显示，《办法》 发布

后，平安养老、泰康养老、大家养老等养老险公司调整业务布局，停售了单独承保

的惠民保项目，并退出了共同承保的惠民保项目。

为转型发展蓄力

除了剥离非养老相关业务之外，今年以来，多家养老险公司密集进行高管调

整、增资补血，同样备受市场关注。 业内人士认为，养老险公司的一系列动作，有

助于其为聚焦主业做准备、实现转型发展。

在人事调整方面，多家养老险公司迎来新任董事长或总裁。 7月24日，国寿

养老发布公告称，任命余贤群为公司总裁；7月12日，新华养老发布公告称，李文

峰获批担任公司董事长；5月，恒安标准养老任命浦鹏举为公司总经理；4月，才智

伟获批担任人保养老董事长；2月，陈东升获批担任泰康养老董事长。

业内人士认为，养老险公司密集进行高管调整，主要原因或许是《办法》倒

逼养老险公司加快推进业务和战略调整， 公司任命新的掌舵人有助于高管团队

结构优化、业务转型发展。

此外，养老险公司还密集“补血” 。 业内人士表示，养老险公司增加注册资

本，可为后续开展业务提供资本支持。 比如，泰康养老今年7月获批增资20亿元，

全部由股东泰康保险集团认购，注册资本增至90亿元。 恒安标准养老今年2月获

批增资2亿元，由股东恒安标准人寿认购，注册资本增至4亿元。

太平养老、国民养老则是引入外资股东，两家公司均提到外资股东在养老保

障服务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比如，对于引入安联投资成为战略投资者，国民养老

回应称，安联集团及安联投资在全球养老金市场处于领先地位，公司将充分研究

借鉴其在风险管理、养老金产品设计、资产配置、养老保障服务等方面的先进经

验，为广大百姓提供更加普惠性、多元化、便捷化的产品和服务，丰富第三支柱市

场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养老保障和财富管理需求。

根据《办法》，养老险公司可经营具有养老属性的年金保险、人寿保险，长期

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商业养老金；养老基金管理；保险资金运用以及监管机

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同时经营前两项业务的养老险公司，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

亿元人民币；同时经营前三项业务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30亿元人民币。

专注养老金融

业内人士表示，在监管引导养老险公司回归主业的大方向下，养老险公司应

聚焦养老主业，专注于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满足人民群众的养老需求。

北京排排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帆认为， 养老险公司应寻找新的业

务增长点，比如加大对长期健康险和养老保险产品的投入，提升产品的创新性和

竞争力。 同时，保险公司还需要加强风险管理能力，确保资产负债匹配。

“养老险公司可以围绕养老金融做产品，比如养老年金、长期护理等。”谦谦

分子合伙人赵大玮认为，养老险公司可以针对某个场景、某个渠道做深做透，比

如加强与地方政府、老年中心、护理中心等合作，联合解决社区老人的护理、保

健、医疗等需求，开发“养老+长护”业务。

龙格认为，在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中，从事第一支柱的养老险公司主要进行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管；部分养老险公司第二支柱业务占比较大，但增量有限；

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业务发展空间较大， 目前个人养老金业务在全国36个先行城

市（地区）进行试点，未来有望扩展到全国，养老险公司可以把握住这一机遇，发

展业务。

国民养老党委书记、总经理黄涛此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将

积极把握个人养老金和商业养老金优化扩面的机遇， 围绕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

的养老金融需求，构建包含年金保险、长期寿险、商业养老金、健康保险等多元产

品体系，细分人群和场景，通过养老投顾服务精准匹配客户需求，更加充分地发

挥商业养老保险在长期规划、资金管理、风险保障方面的独特优势。

部分保险公司近期透露了下一步工作重点。 国寿养老相关负责人在2024年

上半年工作会议上表示，2024年下半年，将巩固年金业务头雁地位，保持商业养

老金业务勇立潮头的态势，挖掘基本养老金业务新增长点。泰康养老总裁薛振斌

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未来泰康养老将多渠道服务养老筹资，不断丰富企

事业职工的医养保障服务供给，全面聚焦养老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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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保险业务收入（亿元） 净利润（亿元） 投资收益率（%）

泰康养老 142.07 -14.76 0.64

国民养老 25.2 2.55 2.8

大家养老 11.8 -1.98 0.64

新华养老 0.12 -0.05 1.57

恒安标准养老 0.07 -0.10 0.74

国寿养老 不适用 5.35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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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3/10/27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3年10月26日~2024年10月25日

预计回购金额 10,000万元~15,000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 14.60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实际回购股数 20,105,005股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3.99%

实际回购金额 13,397.97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4.32元/股~10.16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6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本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内。

二、回购实施情况

2023年10月30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竞价的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

具体情况参见公司于2023年10月31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本次股份回购，实际回购股份20,105,005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3.99%，回购最高价为元10.16/股，最低价为4.32元/股，回购均价为6.66元/股，使

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3,397.97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

方案。 公司实际回购股份金额已超过回购股份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额下限。 回购股份方案

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

履约能力、未来发展等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完成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

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3年10月27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

告书》（公告编号：2023-044）。 截至本公告披露前，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回购

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公司于2024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23）， 公司控股股东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新

奥新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新智” ）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A股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奥新智累计增持公司5,630,000股股份。

除新奥新智根据上述增持计划增持公司股份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504,500,508 100 504,500,508 10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5,494,600 1.09 25,599,605 5.07

股份总数 504,500,508 100 504,500,508 100

注：公司于2022年5月4日至2023年5月4日累计回购5,494,600股股份，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于2023年5月5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期限届满暨回购完成

的公告》（临2023-029）。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20,105,005股，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后续拟用于

公司股权激励。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票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

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若公司未能在本公告披露之日后三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

将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将存在注册资本相应减少的风险。

后续公司将按照上述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 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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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8月15日（星期四）14:4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圣爵菲斯大酒店欢城三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艳忠先生主持。

6、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8月

15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 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4年8月15日上午9:15至2024年8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等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15人，代表股份284,406,0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0.063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61,700,9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8.461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11人， 代表股份22,705,03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01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14人，代表股份48,264,0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4047％。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列入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全

部议案，并对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投票进行了单独计票，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8,151,2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008％； 反对5,

936,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73％；弃权318,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009,25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0405％；

反对5,936,49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000％； 弃权

31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659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五、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

性意见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监事和高管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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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电广传媒”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

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10日以传真、 短信息或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4年8月15日在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会议召开

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相关要求，由公司董事长提名伍中信先生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人选，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调整后构

成如下：

主任委员（召集人）：伍中信（独立董事）；委员：杨贇、赵文挺（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5日

近日，6家养老险公司披露

2024年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上半

年盈利状况浮出水面。 其中，国寿

养老、国民养老实现盈利，泰康养

老、大家养老、恒安标准养老、新华

养老均处于亏损状态，四家合计亏

损超16亿元。

业绩亏损或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当下养老险公司面临的转型

压力。 去年底，金融监管总局下发

《养老保险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 对养老险公司发展定位和业

务结构进行重塑，并给予三年过渡

期。 过往曾为部分养老险公司贡献

大量保费收入的短期健康险业务

被叫停，养老险公司亟需寻找新的

业绩增长点。

记者调研了解到， 多家养老

险公司正重新定位， 推进业务结

构调整，收缩和剥离非养老业务；

与此同时，还通过高管调整、增资

引战等方式，为转型发展蓄力。 业

内人士认为， 未来养老保险公司

应走专业化发展道路， 积极参与

多层次、 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建

设，聚焦养老主业，创新养老金融

产品和服务。

上半年四家合计亏超16亿元

风格漂移的养老险公司驶向何处

●本报记者 陈露

仅两家公司实现盈利

自2004年首家养老险公司平安养老成立以

来，目前我国共有10家养老险公司，分别为国寿

养老、太平养老、平安养老、泰康养老、长江养老

（参照保险资管公司管理）、大家养老、新华养

老、恒安标准养老、人保养老、国民养老。

“尽管公司名称都为养老险公司， 但在业

务上存在较大差异。 一些养老险公司既做年金

业务，又做普通保险业务。有的公司受限于年金

业务资质，主要开展保险业务，也有公司开展保

险资管业务。 ” 某养老险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截至8月15日， 已有6家养老险公司披露

2024年二季度偿付能力报告。 在保险业务收入

上， 除泰康养老上半年保险业务收入较去年同

期出现下降之外， 其他有可比数据的养老险公

司均实现正增长。 具体来看，泰康养老、国民养

老、大家养老、新华养老、恒安标准养老上半年

分别实现保险业务收入142.07亿元、25.2亿元、

11.8亿元、0.12亿元、0.07亿元。国寿养老未披露

相关数据。

国寿养老、 国民养老上半年分别实现净利

润 5.35亿元、2.55亿元， 同比增长 32.81% 、

5.11%，是目前上半年仅有的两家实现盈利的养

老险公司。泰康养老、大家养老、恒安标准养老、

新华养老净利润分别为-14.76亿元、-1.98亿

元、-0.10亿元、-0.05亿元。

今年一季度，泰康养老、大家养老、恒安标

准养老、新华养老就已经出现亏损，净利润分别

为-11.84亿元、-1.37亿元、-0.04亿元、-0.13亿

元。 到了二季度，除新华养老外，其余三家公司

亏损继续扩大。

业内人士认为， 养老险公司出现盈亏差异

或与保险公司业务结构调整有关。 对外经济贸

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介绍，2023年底，金

融监管总局下发的《养老保险公司监督管理暂

行办法》明确，禁止养老险公司经营短期健康

险业务， 这一规定对部分健康险业务占比较大

的养老险公司影响较大。

上述养老险公司负责人也向记者表示，该

公司承办了部分地区政府大病医疗保险、 团体

健康险等业务。 根据《办法》，养老险公司后续

不能开展此类业务，公司正逐步收缩此类业务，

这将对公司营收和盈利产生一定影响。

除承保端业务结构调整带来的影响之外，

业内人士认为， 资本市场波动导致投资收益下

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养老险公司业绩表现。

纵观几家养老险公司投资收益情况，2024年上

半年，国民养老投资收益率排名首位，为2.8%，

其余五家投资收益率均低于2%。 新华养老、国

寿养老、恒安标准养老、泰康养老、大家养老投

资收益率分别为1.57%、1.38%、0.74%、0.64%、

0.64%。

面临转型阵痛期

养老险公司净利润承压背后是业务转型阵

痛。 去年底，金融监管总局下发的《办法》强调

聚焦养老主业， 对养老险公司经营范围进一步

明确，并要求养老险公司业务范围超出规定的，

应当自《办法》印发之日起三年内完成业务范

围变更。剥离非养老业务，寻找新的业绩增长点

成为养老险公司转型必经之路。

《办法》规定，养老险公司不能经营短期健

康险业务，成为业内普遍关注的焦点。“有些养

老险公司在成立之初承接了寿险公司团险部门

的人员和业务，有开展此类业务的历史基础，再

加上此类业务容易做大规模，所以发展较快，有

的公司此类业务占比较高。 ” 众托帮联合创始

人兼总经理龙格说。

从养老险公司公开披露的2023年度报告来

看，泰康养老、太平养老、平安养老等养老险公

司主要险种集中在团体健康险、团体意外险等。

以险种来划分， 泰康养老的健康险业务收

入占保险业务收入近80%， 其中泰康城乡居民

大病团体医疗保险（A型）在该公司产品保费

收入排行榜中居首位。太平养老、平安养老的保

费收入居前5位的保险产品也以团体医疗保险、

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等为主。

“对于不符合监管规定的养老险公司来

说，在近三年过渡期内，需要对相关业务进行剥

离，以符合监管规定。 ” 龙格说。

记者注意到，保险公司正在进行业务调整。

以惠民保为例， 当前各地推出的惠民保主要是

一年期的短期健康险产品。 复旦大学发布的

《“以退为进” ：惠民保产品研究与观察———基

于73款停售惠民保产品的分析》显示，《办法》

发布后，平安养老、泰康养老、大家养老等养老

险公司调整业务布局， 停售了单独承保的惠民

保项目，并退出了共同承保的惠民保项目。

为转型发展蓄力

除了剥离非养老相关业务之外，今年以来，

多家养老险公司密集进行高管调整、增资补血，

同样备受市场关注。业内人士认为，养老险公司

的一系列动作，有助于其为聚焦主业做准备、实

现转型发展。

在人事调整方面， 多家养老险公司迎来新

任董事长或总裁。 7月24日，国寿养老发布公告

称，任命余贤群为公司总裁；7月12日，新华养老

发布公告称，李文峰获批担任公司董事长；5月，

恒安标准养老任命浦鹏举为公司总经理；4月，

才智伟获批担任人保养老董事长；2月， 陈东升

获批担任泰康养老董事长。

业内人士认为， 养老险公司密集进行高管

调整，主要原因或许是《办法》倒逼养老险公司

加快推进业务和战略调整， 公司任命新的掌舵

人有助于高管团队结构优化、业务转型发展。

此外，养老险公司还密集“补血” 。 业内人

士表示，养老险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可为后续开

展业务提供资本支持。 比如，泰康养老今年7月

获批增资20亿元， 全部由股东泰康保险集团认

购，注册资本增至90亿元。 恒安标准养老今年2

月获批增资2亿元， 由股东恒安标准人寿认购，

注册资本增至4亿元。

太平养老、国民养老则是引入外资股东，两

家公司均提到外资股东在养老保障服务等方面

的先进经验。比如，对于引入安联投资成为战略

投资者，国民养老回应称，安联集团及安联投资

在全球养老金市场处于领先地位， 公司将充分

研究借鉴其在风险管理、养老金产品设计、资产

配置、养老保障服务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为广大

百姓提供更加普惠性、多元化、便捷化的产品和

服务，丰富第三支柱市场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养老保障和财富管理需求。

根据《办法》，养老险公司可经营具有养老

属性的年金保险、人寿保险，长期健康保险，意

外伤害保险；商业养老金；养老基金管理；保险

资金运用以及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同时

经营前两项业务的养老险公司， 注册资本不得

低于10亿元人民币；同时经营前三项业务的，注

册资本不得低于30亿元人民币。

专注养老金融

业内人士表示， 在监管引导养老险公司回

归主业的大方向下， 养老险公司应聚焦养老主

业，专注于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满足人

民群众的养老需求。

北京排排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帆

认为，养老险公司应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比如

加大对长期健康险和养老保险产品的投入，提

升产品的创新性和竞争力。同时，保险公司还需

要加强风险管理能力，确保资产负债匹配。

“养老险公司可以围绕养老金融做产品，

比如养老年金、长期护理等。 ”谦谦分子合伙人

赵大玮认为，养老险公司可以针对某个场景、某

个渠道做深做透，比如加强与地方政府、老年中

心、 护理中心等合作， 联合解决社区老人的护

理、保健、医疗等需求，开发“养老+长护”业务。

龙格认为， 在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中，从

事第一支柱的养老险公司主要进行基本养老

保险基金投管；部分养老险公司第二支柱业务

占比较大，但增量有限；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业

务发展空间较大，目前个人养老金业务在全国

36个先行城市（地区）进行试点，未来有望扩

展到全国， 养老险公司可以把握住这一机遇，

发展业务。

国民养老党委书记、 总经理黄涛此前在接

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将积极把握个

人养老金和商业养老金优化扩面的机遇， 围绕

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的养老金融需求， 构建包

含年金保险、长期寿险、商业养老金、健康保险

等多元产品体系，细分人群和场景，通过养老投

顾服务精准匹配客户需求， 更加充分地发挥商

业养老保险在长期规划、资金管理、风险保障方

面的独特优势。

部分保险公司近期透露了下一步工作重

点。 国寿养老相关负责人在2024年上半年工作

会议上表示，2024年下半年，将巩固年金业务头

雁地位，保持商业养老金业务勇立潮头的态势，

挖掘基本养老金业务新增长点。 泰康养老总裁

薛振斌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未来泰康

养老将多渠道服务养老筹资， 不断丰富企事业

职工的医养保障服务供给，全面聚焦养老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