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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摘要：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相关利益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为保险标的，

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对所承保的财产或利益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中国财产保

险市场规模（以保费收入计）逐年增长，由 2014 年的 7,203.4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10,770.1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10.6%。由于政策利好，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

块链等技术在财产保险行业实现应用，中国财产保险行业将获得进一步发展。未来，财产保

险公司将通过跨行业合作，不断推出新型财产保险产品，促进财产保险行业由传统向数字化

转型。 
 科技驱动财产保险行业发展 

2017 年 11 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了《2017 中国互联网保险行业发展报告》，《报告》指出，大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与移动技术、虚拟现实（VR）及基因诊疗等技术将是未来改

变保险行业的八大核心技术。 

                  

 跨领域合作 

财产保险产品可应用于多个领域，伴随中国各产业整合发展趋势，财产保险产品应用领域将进一步拓展。

为及时了解市场需求，把握发展机遇，财产保险公司将继续寻求与其他领域企业的合作，开发创新型财产

保险产品，充分发挥财产保险的风险保障功能。 

                  

 数字化转型 

财产保险公司与科技公司的合作已是大势所趋，中国财产保险行业正处于由传统向数字化转型阶段。未来，

伴随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的进一步开发及应用，财产保险行业将积极布局科技业务

发展，逐步向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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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法论 

1.1 研究方法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 10 大行业，54 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经积累

了近 50 万行业研究样本，完成近 10,000 多个独立的研究咨询项目。 

 头豹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从银行、保险、资产管理等领域着手，研究

内容覆盖整个行业的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中企业的创立，发展，扩张，到企业走

向上市及上市后的成熟期，研究院的各行业研究员探索和评估行业中多变的产业模

式，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以专业的视野解读行业的沿革。 

 头豹研究院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采用自主研发的算法，结合行业交叉的大

数据，以多元化的调研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的逻辑，分析定性内容背后的观点，

客观和真实地阐述行业的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研究院的每

一份研究报告中，完整地呈现行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研究院密切关注行业发展最新动向，报告内容及数据会随着行业发展、技术革新、

竞争格局变化、政策法规颁布、市场调研深入，保持不断更新与优化。 

 头豹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从战略的角度分析行业，从执行的层

面阅读行业，为每一个行业的报告阅读者提供值得品鉴的研究报告。 

 头豹研究院本次研究于 2019 年 11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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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名词解释 

 投保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之一，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依据保险合同承担支付保

险费义务的人。 

 保险营销员：与保险公司或保险代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为其提供保险产品销售等

服务，并从中获取佣金的个人。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一种强制缴纳的责任保险，以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所需承担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对第三方受害者的人身伤

害、财产损失进行赔偿。 

 出险率：亦称出险概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 1 年），规定数量的危险单位中，可能

出险的机率或平均出险频率。 

 投资管理人：依法设立的，符合原保监会规定的保险资产管理机构、证券公司、证券资

产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等专业投资管理机构。 

 有效供给：产品的供需平衡，与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相适应的供给。 

 精算师：为保险公司分析风险、量化财务影响的数学专业人员，从事保险费、保险额、

赔付金、退休金、年金、分红等内容的计算。 

 费率：缴纳费用的比率，计算公式为：费率=投保人向保险人交纳费用的金额/保险人承

担赔偿金额。 

 再保险：亦称分保，保险人在原保险合同的基础上，通过签订再保险合同，将其所承保

的部分风险和责任向其他保险人进行保险的行为。 

 “科研保”：针对科技型企业推出的科研费用补偿类保险产品，以科技型企业研发项目

损失为保险标的，为提升科技型企业的安全保障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提供持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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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市场综述 

2.1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定义及分类 

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相关利益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为保险标的，保险公

司依据保险合同对所承保的财产或利益所产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 

财产保险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财产保险以财产及其相关经济利益与损害赔偿责

任为保险标的，狭义的财产保险以物质形态的财产为保险标的。本报告所描述的财产保险为

广义财产保险。 

根据险种划分，财产保险可分为车险及非车险（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1）车险 

车险，即机动车辆保险，是一种商业保险，以机动车辆本身及机动车辆的第三者责任为

保险标的，对机动车辆因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非车险 

非车险是指除车险外的财产保险，可根据保险标的不同进一步划分，包括企业财产保险、

家庭财产保险、工程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农业保险、信用保险等种类。 

企业财产保险以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为保险标的，家庭财产保险

以城乡居民的有形财产为保险标的，工程保险标的为工程项目主体、工程用的机械设备及第

三者责任，责任保险标的为被保险人对第三方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保证保险以被保险

人受到经济损失应负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农业保险标的为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疫病、

疾病等保险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信用保险以债务人的信用风险为保险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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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财产保险种类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2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发展历程 

发展至今，中国财产保险行业经历萌芽阶段、发展阶段、爆发阶段、规范阶段（见错误!

未找到引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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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发展历程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1）萌芽阶段：1949-1979 年 

1949 年，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在中国范围内经营财产保

险、寿险等保险业务，标志着中国财产保险行业进入萌芽阶段。1959-1979 年期间，中国

人民保险公司停办中国国内保险业务，只涉及中国以外保险业务。 

（2）发展阶段：1980-2004 年 

1980 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逐步恢复中国国内财产保险业务。1984 年，中国人民保

险公司获准成立投资公司，可用部分保险准备金进行投资。 

此阶段，多家财产保险公司相继成立，打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垄断经营的局面。1982

年开始，先后成立的财产保险公司有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财险”）、中国

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财险”）、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安财险”）、中国太平洋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财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国大地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财险”）、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 

另外，中国政府颁发了多项政策，促进财产保险行业发展。1983 年，国务院颁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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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财产保险合同方面的规范性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1985 年，国

务院颁布中国第一部全面保险业务管理的规范性文件《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1995 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中国第一部保险行业法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将中国保险业务发展纳入法律体系中，为中国财产保险行业此后健康、有序发展奠定法律基

础。1998 年，国务院设立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原保监会”），负责中国保

险市场的监管工作，2001 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成立，原保监会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财

产保险行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3）爆发阶段：2005-2015 年 

2005 年以来，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财险”）、中国人寿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寿财险”）、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华财险”）、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财产保险有限公司等公司先后成立，抢占

财产保险市场份额。 

中国政府继续出台财产保险相关政策。2006 年，国务院颁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条例》，要求机动车所有者或管理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原保监会有权要求保险公司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业务。2006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拓宽保险服

务领域，积极发展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再保险和保险中介市场，健全保险市场体系。2012 

年，国务院发布《农业保险条例》，对农业保险合同及农业保险业务做出详细规定，有助于

规范农业保险发展。2014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要

求积极发展企业财产保险、工程保险、机动车辆保险、家庭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增

强全社会抵御风险的能力。 

（4）规范阶段：2016 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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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原保监会召开专题会议，明确提出必须全面落实“保险业姓保、保监

会姓监”的要求，即要分清保险在保障与投资两个方面的主次。2018 年 4 月，中国人民银

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保监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

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促进保险资产管理

运行愈加规范。2019 年 8 月，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管理办法》，要求商业

银行及其保险销售从业人员对投保人进行需求分析与风险承受能力测评，根据评估结果推荐

保险产品，把合适的保险产品销售给有需求和承受能力的客户。 

2.3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产业链 

根据财产保险资金来源及去向的逻辑，中国财产保险行业上游参与者为投保人；中游参

与主体为财产保险公司；下游参与主体为托管机构、投资管理机构（见图 2-2）。 

图 2-3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产业链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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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上游分析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上游参与者为投保人，包括企业及个人。在承保过程中，如果投保人

出险率低，如果保险公司实际赔付金额比预期赔付金额少，则保险公司可获取更多盈利。 

（1）企业 

在财产保险产品类型中，企业可参与投保的产品包括车险、企业财产保险、工程保险、

责任保险、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等种类。当前，受中国经济环境影响，企业在发展运营过程

中，面临诸多风险，如企业财产损失、工程施工意外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产品故

障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由于以上风险的存在，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将持续释放对

财产保险产品的需求。 

（2）个人 

在财产保险产品类型中，个人可参与投保的产品包括车险、家庭财产保险、责任保险、

保证保险、农业保险、信用保险等种类。社会公众的保险意识正不断增强，居民收入稳步增

长，将有助于催化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个人财产保险市场需求。 

2.3.2 中游分析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中游参与者为财产保险公司。根据 2018 年财产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

规模，财产保险公司前五名为国寿财险、中华财险、大地财险、阳光财险、太平财险。财产

保险公司盈利主要体现在保费收入及投资收益两个方面：（1）保费收入，即投保人缴纳的保

费；（2）投资收益，将保费进行投资所获取的收益。 

当前，中国财产保险行业发展趋势向好，保费收入规模、签单数量均处于增长趋势。根

据原保监会数据，截至 2018 年，中国共有财产保险公司 88 家，其中，66 家为中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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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家为外资企业。财产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由 2014 年的 7,544.0 亿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11,755.7 亿元，赔付与给付由 2014 年的 3,968.0 亿元增长至 2018 年的 6,455.3 亿元（见

图 2-4）。2018 年，财产保险公司保险金额 5,777.4 万亿元，增长 90.7%。财产保险公司

签单数量 282.6 亿件，增长 70.1%。 

图 2-4 中国财产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及赔付与给付，2014-2018 年 

 

来源：国家统计局，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3.3 下游分析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下游环节为财产保险资金管理，参与主体包括托管机构、投资管理机

构。 

（1）托管机构 

根据原保监会相关规定，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应当选择符合条件的商业银

行等专业机构，实施保险资金运用第三方托管和监督。托管机构从事保险资金托管，主要职

责包括：①保险资金的保管、清算交割和资产估值；②监督投资行为；③向有关当事人披露

信息；④依法保守商业秘密；⑤法律、行政法规、原保监会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其他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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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管理机构 

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保险公司根据投资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可按照相关监管

规定自行投资，或者委托符合条件的投资管理机构作为受托人进行投资。投资管理机构是依

法设立的，符合原保监会规定的保险资产管理机构、证券公司、证券资产管理公司、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等专业投资管理机构。 

其中，保险资产管理机构负责财产保险资产的配置、提供投资建议或执行投资计划。

2005 年底，原保监会批准设立第一批中资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分别为中国人保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平

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展至今，中国共有 24 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保险资产管理机构根

据原保监会相关规定，可将保险资金运用范围内的投资品种作为基础资产，开展保险资产管

理产品业务。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受托资产规模、资产类别、产品风险特征、投资业

绩等因素，按照市场化原则，以合同方式与委托或者投资机构，约定管理费收入计提标准和

支付方式。 

2018 年 1 月，原保监会发布《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规定保险资金可用于：①银行

存款；②买卖债券、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份额等有价证券；③投资不动产；④投资股权；⑤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由于财产保险公司需维持自身的偿还能力，在进行资产管

理投资过程中，对投资风险十分敏感。因此，多数保险资产管理投资项目倾向于投资中国国

家大型开发项目或重点战略规划项目。 

2.4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市场规模 

根据原保监会数据，中国财产保险市场规模（按保费收入计）逐年增长，由 2014 年的

7,203.4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10,770.1 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10.6%。伴随公众保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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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提升，未来五年，中国财产保险市场规模将以 7.7%的年复合增长率保持增长态势，其原

因在于： 

（1）中国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不断出台财产保险行业利好政策，要求充分发挥保险的

风险转移、安全保障功能，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2）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发展，为财产保险行业智能化、数字化、

科技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持，提高财产保险公司服务效率； 

（3）电子商务及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有助于拓宽财产保险产品销售渠道，提升财产

保险产品的用户触达率； 

（4）中国居民人均收入不断增长，消费水平持续升级，在财产保险领域消费总额提高。 

鉴于以上几点因素，中国财产保险行业未来依旧保持增长趋势。预计 2023 年，财产保

险行业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15,617.3 亿元（见错误!未找到引用源。）。 

图 2-5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市场规模（保费收入计），2014-2023 年预测 

 
来源：原保监会，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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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驱动及制约因素 

3.1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驱动因素 

3.1.1 政策利好 

近三年，中国政府持续释放信用保险、农业保险、责任保险等财产保险领域的政策红利： 

（1）信用保险 

2017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政策体系培育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意见》，要求积极开展天气指数保险、农产品价格和收入保险、“保险+期货”、

农田水利设施保险、贷款保证保险等试点工作。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鼓励开展天气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贷款保证保险

等试点。2019 年 9 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的

指导意见》，要求推行银行保函制度，在有条件的地区推行工程担保公司保函和工程保证保

险。 

（2）农业保险 

2018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要求保险监管

部门、保险公司等相关主体积极开展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

险试点，加快建立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明确要求拓宽小农户农业保险覆盖

面，鼓励地方建立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制度，发展农业互助保险，并加大针对小农户农业保

险保费补贴力度。当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

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推进稻谷、小麦、玉米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扩大农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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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保险试点和“保险+期货”试点，探索对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实施以奖代补试点。2019

年 9 月，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林草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的指导意见》，要求到 2022 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善、运行规范、基础完备，与农业农村现代

化发展阶段相适应、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

系。 

（3）责任保险 

2018 年 7 月，国务院颁布《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鼓励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

险、患者参加医疗意外保险，充分发挥保险产品在医疗纠纷中第三方赔付及风险分担作用。

2019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的意见》，要求进一步研究

家政服务商业保险，支持保险公司开发家政服务责任保险产品，鼓励家政企业参保雇主责任

保险，并为员工投保职业责任保险。 

受利好政策驱动，信用保险、农业保险、责任保险等财产保险的保费收入规模不断增长

（见图 3-1），所占比重有所提升（见图 3-3）。 

图 3-1 保险公司信用保险、农业保险、责任保险保费收入规模，2014-2018 年 

 
来源：国家统计局，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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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保险公司保证保险、农业保险、责任保险保费收入占比，2014-2018 年 

 

来源：国家统计局，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3.1.2 科技驱动财产保险行业发展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在财产保险行业实现应用。2017 年 11 月，中国保险

行业协会发布的《2017 中国互联网保险行业发展报告》指出，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

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与移动技术、虚拟现实（VR）及基因诊疗等技术将是未来改变保

险行业的八大核心技术。这八项技术已在财产保险行业进行尝试应用，其中，大数据、人工

智能及云计算三项技术已运用到财产保险实际运营中，对财产保险行业服务效率、服务质量

具有重要意义（见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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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科技在财产保险行业的应用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科技对财产保险行业发展具有以下推动作用： 

（1）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及云计算等技术发展，财产保险企业可为消费者提供场景

化保险产品、简单便捷的购买方式及高效快捷的服务，提升消费者体验； 

（2）针对财产保险企业自身，大数据、人工智能及云计算等技术的应用可优化保险产

品交易过程，防范运营风险，提高运营效能； 

（3）财产保险企业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及云计算等技术，可获取行业数据，了解行

业发展动态，预估未来发展趋势； 

（4）互联网与移动技术发展，可拓展财产保险产品销售渠道，提高财产保险产品的用

户触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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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制约因素 

3.2.1 行业资源配置不均，导致险种结构失衡 

财产保险公司在推动各类财产保险产品发展过程中，存在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财产保

险公司将多数资源配置于车险竞争中，在其他险种上花费的资源较少，造成企业财产保险、

责任保险、保证保险、农业保险、信用保险等险种发展缓慢。当前，各保险公司已推出多款

新型财产保险，但尚未在市场上形成实质性突破，财产公司的竞争力依旧集中于车险。 

资源分布不均，导致财产保险公司险种结构严重失衡。中国财产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包

含车险、工程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健康险、意外险、企业财产保险、家

庭财产保险及其他保险产品。根据银保监会数据，2019 年 1-9 月，财产保险公司车险保费

收入规模占比为 60.6%，家庭财产保险、工程保险等险种保费收入规模占比不超过 1.0%（见

图 3-4）。险种结构严重失衡是财产保险公司资源分布不均的结果，亦将反向影响财产保险

公司各类产品的有效供给，不利于财产保险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图 3-4 中国财产保险公司各类保险产品占比，2019 年 1-9 月 

 
来源：银保监会，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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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面临多重风险及挑战 

财产保险是为投保人承担财产、利益损失或赔偿责任的保险产品，将投保人面临的风险

进行有效转移。当投保人购买财产保险产品后，该产品所承保的风险由投保人方转移至保险

公司方。 

在承保过程中，财产保险公司面临多重风险及挑战（见图 3-5）： 

（1）在承保前，财产保险公司需进行风险评估，有效识别风险影响因素及规避措施，

对财产保险公司风险评估能力提出要求； 

（2）在承保过程中，为降低投保人出险率，财产保险公司需帮助投保人开展风险防范

工作。另外，财产保险公司可将部分保费用于投资，以赚取额外收益，同时面临投资风险； 

（3）在承保后，各类产品风险点均不相同，农业保险面临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风险，

责任保险面临难以预测的意外事件风险。 

以上风险的存在，对财产保险公司的风险评估能力、风险防范能力、承保能力、投资能

力、经营管理能力均提出挑战。 

图 3-5 财产保险承保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4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政策分析 

中国政府在宏观上掌握中国市场走向，为财产保险行业营造良好发展氛围。原保监会发

布多项政策，以加强对财产保险公司的监督，促进财产保险行业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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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2 月，为改善并加强对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监督管理，原保监

会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2010）》，列出保险公司险种的保险条

款、保险费率报原保监会审批的具体条件，并提出组合式及共保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管理

要求。 

2014 年 9 月，原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财产保险公司再保险分入业务管理有关事项的

通知》，要求财产保险公司全面充分认识再保险分入业务的风险，切实加强风险管理，在风

险可控的基础上审慎开展分入业务，以规范再保险分入市场秩序，促进财产保险业平稳健康

发展。 

2015 年 1 月，原保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大力发展信用保证保险服务和支持小微企业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鼓励保险公司与银行合作，针对小微企业的还贷方式，提供更灵活的贷款保

证保险产品。《意见》鼓励保险公司针对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小微

企业，细化企业在经营借贷、贸易赊销、预付账款、合约履行等方面的风险，创新开发个性

化、定制化的信用保证保险产品。 

2015 年 4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15 年修

正本）》，对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保险代理人和保险经纪人、保险业监督管理做出详细规定。 

2016 年 5 月，原保监会发布《关于印发<新增农业保险和财产保险投资型保险统计指

标>的通知》，修改了农业保险部分统计指标名称，新增林业险、藏区特色农险以及财产保险

投资型保险等统计指标 342 个，以适应保险业务发展，满足保险监管需要。 

2016 年 12 月，原保监会发布《关于印发<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指引>的通知》，

对财产保险公司产品开发基本要求、命名规则、保险条款、保险费率、产品开发组织制度、

产品开发流程等方面做出规定，以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完善产品管理制度，规范财产



 

 

23                         此文件为内部工作稿，仅供内部使用            报告编号[19RI0837] 

 

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量。 

2017 年 1 月，原保监会发布《关于印发<财产保险公司产品费率厘定指引>的通知》，

对财产保险公司产品的费率构成、费率厘定原则、费率厘定前期准备、费率厘定过程、费率

测算、费率检验、费率监控与调整等方面做出详细规定，以加强对财产保险公司产品费率厘

定的监督管理，保护被保险人利益。 

2017 年 11 月，原保监会发布《关于财产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实施总精算师制度有关

事项的通知》，决定在财产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全面实施总精算师制度，以发挥总精算师

在财产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中的作用，促进财产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健康发展。 

2019 年 9 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进项税抵扣等增值税征管

问题的公告》明确规定，提供保险服务的纳税人以实物赔付方式承担机动车辆保险责任的，

自行向车辆修理劳务提供方购进的车辆修理劳务，其进项税额可按规定从保险公司销项税额

中抵扣。 

图 4-1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相关政策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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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发展趋势 

5.1 跨领域合作 

财产保险公司为拓宽业务渠道，不断寻求跨领域合作，促进资源整合（见图 5-2）。例

如，2018 年 7 月，中华财险与上海厚本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形成“保

险+网贷”合作模式。2018 年 9 月，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再集

团”）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形成“保险+直销银行”的新型合作

模式，合作内容包括开发创新产品、深化信用保证保险领域的业务合作、探索业务模式创新

等。2018 年 9 月，大地保险与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形成战略合作，共同探索“保险+交

通”的合作模式，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业务、物流业务、江苏交通控股集团资产

和员工个人服务、金融板块、投融资等多个维度进行合作，就双方拥有的交通大数据资源、

相关保险数据资源进行共享和对接，共同探索保险创新业务。2018 年 9 月，中意财产保险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意财险”）与上海意时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形成战略合作关系，以

“保险+科技+服务”为合作模式，打造独特的保险生态链。 

伴随中国各产业整合发展趋势，财产保险产品应用领域将进一步拓展。为及时了解市场

需求，把握发展机遇，财产保险公司将继续寻求与其他领域企业的合作，开发创新型财产保

险产品，充分发挥财产保险的风险抵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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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财产保险行业跨领域合作趋势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5.2 数字化转型 

当前，中国财产保险行业正加速向数字化转型（见图 5-2）。2019 年 6 月，中华联合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华保险集团”）与腾讯形成战略合作关系，将腾讯的

数字化技术、互联网创新模式引入中华保险集团的业务场景中，打造中华保险集团新一代数

据中心和私有云平台，助力中华保险集团实现数字化转型。2019 年 6 月，永安财险与平安

医疗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医保科技”）举办以“科技赋能健康新业态”

为主题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此次合作以保险产品设计为切入点，由平安医保科技为永安财

险提供“保险产品、智能风控、健康管理”综合服务。2019 年 7 月，中华财险与北京腾云

天下科技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发挥各自在保险和大数据领域的优势，为用户提供

专业化、差异化、智能化的保险服务。 

财产保险公司与科技公司的合作已是大势所趋，中国财产保险行业正处于由传统向数字

化转型阶段。未来，伴随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的进一步开发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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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保险行业将积极布局科技业务发展，逐步向数字化转型。 

图 5-2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数字化发展趋势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5.3 创新型产品不断涌现 

近两年来，财产保险行业已开发出多款新型保险产品（见图 5-1）。例如，2018 年 9

月，人保财险产品开发部、灾害研究中心共同研发出“机器人保险产品”，具体推出机器人

产品质量保证保险、机器人产品责任保险、机器人财产损失保险三款机器人保险定制型产品。

2018 年 12 月，由宁波市江北区科技局联合中华财险共同推出的“科技型企业研发费用损

失保险”（以下简称“科研保”），在宁波成功签单。“科研保”是针对科技型企业推出的科研

费用补偿类保险产品，以科技型企业研发项目损失为保险标的，为提升科技型企业的安全保

障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提供持续动力。2019 年 8 月，阳光财险与清徐县凯通天然气有限公

司形成战略合作关系，推出“燃气宝”燃气责任保险。2019 年 9 月，中再集团在青海省西

宁市举办了“防返贫保险方案”新闻发布会，为循化县 7 万余居民提供超百亿的保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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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返贫保险方案”是中再集团推出的第一个针对因病因灾返贫的保险产品，可有效应对贫

困群众的返贫风险。 

受下游需求多样化、政策利好等因素驱动，各行业将继续加强合作，促进资源整合，不

断催生新业态产品。未来，财产保险公司将充分挖掘下游市场需求，以风险转移、安全保障

为立足点，逐步开发新型财产保险产品，促进产品种类多样化发展。 

图 5-3 新型财产保险产品出现过程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6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竞争格局 

6.1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竞争格局概述 

财产保险企业资质获取困难，市场准入门槛高。根据对在财产保险行业标杆企业拥有 13

年以上行业经验专家的访谈了解到，中国财产保险行业获取参与主体资质困难，审批流程周

期久，排队等候时间长，其原因在于：（1）中国财险保险行业市场趋于饱和，现有企业及其

分支机构数量众多，地区经营资质获取困难；（2）财产保险公司需具备强大的承保能力、投

资能力、经营能力，市场准入门槛高；（3）财产保险行业政策监管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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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产保险公司中，中资企业数量多，市场份额高。根据原保监会数据，截至 2018

年，中国共有财产保险公司 88 家，其中，66 家为中资企业，占比 75%，22 家为外资企业，

占比 25%。从市场份额来看，2018 年中资产险公司市场份额为 98.1%，外资产险公司市场

份额为 1.9%（见图 6-1）。 

图 6-1 中资、外资财产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及其占比，2014-2018 年 

  
来源：原保监会，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集中度高。近五年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财险、

平安财险三家公司，凭借服务网点、专家质量、产品种类、专业经验等优势，稳居中国财产

保险市场前三位。三家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占据中国财产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超 60%

（见图 6-2）。中小企业由于存在资金力量不足、服务网点覆盖范围小、产品种类少、专业

经验缺乏等劣势，市场竞争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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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市场集中度，2014-2018 年 

 
来源：原保监会，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从地域分布看，中国财产保险市场集中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根据原保监会数据，

2018 年，中国各地区的财产保险保费收入排名中，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位列前四，财

产保险保费收入占比超 5%。西藏、青海、宁夏、海南排名靠后，占比不超过 0.6%（见图 

6-3）。  

图 6-3 中国部分地区财产保险保费收入占比，2018 年 

 
来源：原保监会，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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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中国财产保险行业投资企业推荐 

6.2.1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2.1.1 公司简介 

国寿财险成立于 2006 年 12 月，是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

集团”）旗下企业，注册资本为 188 亿元。2018 年，国寿财险实现保费收入 691 亿元，市

场份额排名位居第四名，总资产达 836 亿元。 

6.2.1.2 保险产品种类 

国寿财险保险产品包括车险、家庭保险、企业保险、其他保险四类。其中，家庭保险包

括民用管道煤气（天然气）保险、信用卡盗用保险、个人贷款抵押房屋保险、家庭财产保险、

个人账户资金损失保险、电动自行车盗抢保险等种类，企业保险包括工程机械设备保险、营

业中断保险、计算机保险、机器损坏保险、财产综合保险等种类，其他保险包括公众责任保

险、产品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等种类。 

6.2.1.3 投资亮点 

（1）服务网点覆盖范围广 

国寿财险是中国人寿集团旗下公司之一，直接享有中国人寿集团现有资源。中国人寿集

团拥有 190 万人的保险销售队伍、超 10,000 家专业代理、兼业代理机构及经纪公司。另

外，国寿财险已在中国设立 35 家分公司、1 家航运保险运营中心、299 家中心支公司、1,342

家支公司、344 家营销服务部，各级分支机构总量超过 2,000 家。国寿财险在中国拥有 1,520

家窗口服务网点，可为客户提供快捷、便利、有效的面对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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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视客户服务质量，客户满意度高 

国寿财险发展过程中，重视客户服务质量，已建立“服务组织管理、服务标准规范、服

务运营管理、客户关系管理、服务质量管理、服务文化建设”的客户服务管理体系（见图 6-4）。

发展至今，国寿财险连续七年获得中国电子商务呼叫中心与客户关系管理专业委员会颁发的

“最佳呼叫中心奖”，连续四年获得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中国信息协会颁发的“中国最佳客

户服务奖”，是中国首家通过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客户服务委员会“五星级服务企业”认证的

保险公司。 

图 6-4 国寿财险客户服务管理体系 

 
来源：国寿财险官网，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6.2.2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2.2.1 公司简介 

中华财险由中华联合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华保险”）控股，成立于

2006 年 12 月，注册资本为 146.4 亿元。2018 年，中华财险实现保费收入 422.3 亿元，市

场份额居于中国财产保险市场第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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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 保险产品种类 

中华财险的保险产品超 5,000 个，包括车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工程保

险、船舶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证保险、农业保险以及短期健康保险和意

外伤害保险等险种，涵盖财产保险的各个细分领域。 

6.2.2.3 投资亮点 

（1）便民理赔服务 

2018 年，中华财险推出多项便民服务措施，提升客户服务体验和满意度（见错误!未找

到引用源。）：①升级推出微信投保，提供中国范围内 100 公里非事故车辆道路救援、车辆

年检、酒后代驾等增值便民服务；②推行首问负责制，主动倾听客户诉求，强化过程管控；

③邀请第三方测评机构开展“神秘人”客户服务品质抽检，及时化解保险消费投诉纠纷。 

2019 年 3 月，中华财险发布《中华财险“九大服务承诺”、“十大服务举措”（2019 版）》，

推出“5,000 元人伤案件现场调解协议理赔”、“10,000 元车险案件手续齐全赔款 1 日到

账”、“索赔资料一次告知，客户办理理赔事项最多跑一次”等便民理赔服务，持续提升理

赔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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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 中华财险便民服务措施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农业保险业务领先 

当前，中华财险在中国设立了 32 家分公司，营业网点超 2,500 个，员工队伍近 40,000

人，服务网络体系完善。另外，中华财险构筑农业保险保障网络，已覆盖 5.9 亿亩土地及森

林、3.8 亿头/只畜禽，为约 2,000 万农户提供超 3,000 亿元的风险保障，在农业保险业务

规模位于中国第二位。 

6.2.3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2.3.1 公司简介 

大地财险成立于 2003 年 10 月，是中再集团（股票代码：01508.HK）旗下唯一的财险

直保公司，注册资本 151.2 亿元。2018 年大地财险保险业务收入为 424.1 亿元，在中国财

产保险市场排名第五位。当前，大地财险已设立分公司 36 家，营业部 1 家，航运保险运营

中心 1 家，机构总数超 2,100 家，营业机构覆盖全国各个省份，系统员工人数超 5.7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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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2 保险产品种类 

大地财险的保险产品包括车险、旅行险、意外险、家财险、健康险等类型。其中，车险

包括自燃损失险、机动车辆损失险、玻璃单独破碎险、不计免赔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司机）、

车上人员责任险（乘客）、第三者责任险、全车盗抢险等产品，意外险包括交通无忧保险、

交通意外保险、境外旅行意外险、畅泳无忧学生幼儿意外险、意外事故面部整容综合意外险、

接种疫苗意外险、饮食安全意外险等产品，家财险包括假期护家保险、家庭燃气保险等产品，

健康险包括中老年防癌医疗险、天地关爱百万医疗险、安糖无忧保险等产品。 

6.2.3.3 投资亮点 

（1）科技转型 

2017 年，大地财险将“三新三聚焦”战略作为公司战略转型的重要措施。2018 年，大

地财险通过“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加速推进“三新三聚焦”的战略转型，已建立大数

据平台，完成 SNA 车险反欺诈、家用车续保、个贷车险客户预授信等多个模型建设。大地

财险与百度合作成立联合实验室，在“客户画像”、“联合建模”、“深度学习”3 大平台深入

合作。在智能化方面，中国大地保险首创了全球第一个云架构模式的保险核心业务系统，于

2018 年 12 月 22 日正式上线，并率先开放 API 的航母式渠道对接平台。此外，中国大地保

险上线了客服 RPA 和财务 RPA，极大提升了线上互动效率和客户体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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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 大地财险科技转型过程简图 

 
来源：头豹研究院编辑整理 

（2）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财产保险产品在承担社会风险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对中国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大

地财险将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相联系，深度参与中国脱贫攻坚工作。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大地财险已在 2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86 个国家级贫困县（旗、区）设置机构，

机构覆盖率达 43%。同时，大地财险在 14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3 个市（地、州）的

108 个县（旗、区）开展保险扶贫业务。其中，大地财险在贵州等地开展大病保险业务，已

承保 612.4 万人次，提供 11,522.8 亿元保障，赔付 6,796.9 万元，为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因

病返贫”问题提供有效解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