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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事件：上市险企完成1Q24季报披露，整体来看资产负债两端好于此前较低的市场预期。 

 新准则专项分析：1Q24净利润可比口径下同比下滑13.5%，非年化ROE由1Q23的5.0%下滑至4.2%，好于此前较低的
市场预期，国寿A股自2024年起实施新准则，拉平与其他上市同业可比口径。1Q24末A股上市险企平均归母净资产较年
初增速为0.5%，其中太保增速最高（3.3%），其他综合收益/净利润比值为-87.7%，其中太保（-30.0%）这一比值差异
最小，得益于资产负债匹配能力最强（公司1Q24末FVOCI资产占比最高，达60%）。我们测算的1Q24承保利润同比下
滑5.5%，主要系长端利率下行放缓合同服务边际摊销速度；投资利差同比回落22%，是拖累当期净利润的核心原因。
1Q24简单年化平均净投资收益率2.95%（1Q23:3.35%）；简单年化平均总投资收益率3.63%（1Q23:3.92%）。 

 寿险业务：NBV高基数下同比继续快速增长。1Q24上市险企平均NBV增速约三成，由高至低分别为：人保（81.6%）
、新华（51%）、太保（30.7%）、国寿（26.3%）、平安（20.7%），新单增速受银保拖累，个险新单保持稳定结构优
化，价值率改善是核心。从新单增速来看，1Q24季报口径新单同比下滑8.7%；增速由高至低分别为太保（+0.4%）、
平安（-3.8%）、国寿（-4.4%）、人保（-20.6%）和新华（-41.0%）。从价值率改善归因来看：1）2023年7月末预定利
率下调，综合负债成本稳中有降；2）产品和期限结构优化。在低利率和竞品理财低迷背景下，行业已基本消化2023年
7月末预定利率“炒停”的影响；3）积极降本增效。上市险企落实银保渠道“报行合一”，实际费用大幅下降。个险
渠道探索佣金递延，优化基本法设计，提升费用投入产生效率。 

 财险业务：高基数下，承保利润同比大幅下降。1Q24新准则下，上市险企合计实现财险业务保险服务收入2400.26亿元
，同比增长5.8%，实现承保综合成本率98.5%，同比恶化1.3pct.；实现新准则下承保利润36.24亿元同比下降39.0%，主
要系低温雨雪冰冻等灾害事故、交通出行增长对承保业务的挑战。1Q24上市险企合计实现车险原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2.5%，2023年疫情管控结束，车险赔付率指标呈上升态势；2024年行业车险综合赔付率开年即在高位，新能源车险业
务确实给各经营主体带来了赔付压力。大灾拖累赔付率表现，根据应急管理部数据，1Q24我国自然灾害以低温雨雪冰
冻、地震和地质灾害为主，干旱、风雹、洪涝、沙尘暴和森林火灾等也有不同程度发生，直接经济损失237.6亿元（
1Q23仅为25.5亿元），同比明显增加。 

 投资建议：利率底部上行，季报超预期，首推中国太保。估值大于业绩影响，长端利率是胜负手核心。短期央行表态
长端利率过低、1Q24季报超预期和2H24若保险新“国十条”落地，将对当前保险板块，尤其是寿险股估值催化较大。
投资建议：继续推荐充分受益于资产端预期底部反转的纯寿险标的。保险板块首推中国太保，其次推荐中国平安。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复苏低于预期拖累长端利率和权益市场大幅下行；寿险业转型持续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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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准则实施专项分析：净利润增速好于此前预期 



新会计准则实施分析 

 2023年起新金融工具准则与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同步实施，对报表产生较大影响。2024年起，
财务指标（尤其是净利润）同比增速具备可比性 

 除国寿外，A股上市险企于2023年初同步实施《企业会计准则第25号——保险合同》（后文简称
IFRS17）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后文简称IFRS9），并且按照IFRS17
规定追溯上年可比数据，按照IFRS9规定选择不追溯上年可比数据。 

 国寿A股自2024年起实施新准则，拉平与同业可比口径，后文采用可比口径对比分析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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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加强财会监管，推动保险公司稳妥实施两个新准则 

数据来源：金监总局，东吴证券研究所 

原准则下保费收款一次性全额确认为收入，新准则下

保费收款在整个保险期间逐期确认收入，并剔除其中

的现金价值成分。 

原准则下负债评估的折现率使用750天移动平均国债

收益率曲线，收益率曲线变动影响计入当期损益。新

准则使用即期国债收益率曲线作为折现率,收益率曲

线变动影响计入所有者权益。 

新准则按照利润来源，区分承保业绩和投资回报业绩

分别列示。 

金融资产分类由“四分类”改为“三分类”，分别

是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减值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

信用损失法”，要求基于历史损失信息、当前信息

和未来预测信息，对预期信用风险损失进行估计，

并计提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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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新准则对保险公司内部管理、财务会

计、业绩考核等提出了新要求 
有利于保险公司更加稳健经营和高质量发展 上市险企信息披露工作需要进一步优化 



1Q24净利润可比口径下同比下滑13.5%，好于此前较
低的市场预期 

 新准则下ROE和净利润增速指标重要性显著提升 

 1Q24上市险企合计ROE由5.0%下滑至4.2%（非年化，可比口径）； 

 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13.5%（可比口径），其中中国太保（+1.1%）和中国平安（-4.3%）增速优
于上市同业，主要系寿险业务利润表现具备韧性。 

 

6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吴证券研究所 

1Q24上市险企净利润同比增速一览表 

单位：百万元 中国平安 中国人寿 中国太保 新华保险 中国人保 合计值 

1Q24新准则净利润 36,709 20,644 11,759 4,942 8,963 83,017 

同比（可比口径） -4.3% -24.5% 1.1% -28.6% -23.5% -13.5% 

ROE非年化 中国平安 中国人寿 中国太保 新华保险 中国人保 合计值 

1Q23 4.3% 6.3% 4.9% 5.9% 5.0% 5.0% 

1Q24 4.1% 4.3% 4.6% 5.0% 3.7% 4.2% 



净资产增速和综合收益，体现资产负债匹配能力平衡 

 2023.1.1，IFRS9&17同步施行日，上市险企按规定对期初归母净资产进行追溯调整，调增得益
于部分资产确认为公允价值计量且追溯调整准则规定差异，提升期初留存收益 

 当利率下行时，若资产负债能够做到规模与久期的匹配，则可以实现其他综合收益的“理论”
免疫。不过，实务中由于寿险公司资产端的久期小于负债端，负债端的敏感性大于资产端，多
数公司的其他综合收益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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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险企切换日净资产提升示意图 

老保险合同老
金融工具准则

净资产
@2022.12.31 

新保险合同老
金融工具准则

净资产
@2022.12.31 

新保险合同新
金融工具准则

净资产
@2023.01.01 

新旧准则折
现率差异 

金融工具准则
差异，公允价
值计量提升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吴证券研究所 

资产端 负债端 

利率下行，对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带来挑战 



净资产增速和综合收益，体现资产负债匹配能力平衡 

 资产负债匹配与金融资产分类高度相关，FVOCI资产占比高低体现资产负债匹配能力  

 利率下行对不同种类金融资产的影响不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FVOCI）的资产价值计量随市场利率波动而变化。利率下行，资产公允价值上升，产生正收益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可以对冲利率下行导致的保险合同负债计量增加对净资产的负面影响。 

 1Q24末上市险企FVOCI资产在投资资产占比由高至低分别为：太保（60%）、国寿（49%）、人保（
31%）和新华（25%）。太保的FVOCI资产占比最高，其中其他债权投资占比55.4%，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占比4.7%。 

8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吴证券研究所；注：中国平安披露合并报表，无法拆分FVOCI具体构成明细 

利率下行对不同种类金融资产的影响 1Q24末上市险企FVOCI资产占比情况 

金融资产 

FVTPL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市场波动直接体现在

利润表中 

FVOCI 

其他综合收益 

利率下行，公允价值

上行 

AC 

以摊余成本计量 

计量与市场利率变化

无关 

49% 50% 50% 51% 49% 

59% 60% 60% 60% 60% 

26% 26% 25% 26% 25% 
28% 29% 30% 3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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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增速和综合收益，体现资产负债匹配能力平衡 

 关注归母净资产增速和归母综合收益，体现资产负债匹配能力平衡 

 1Q24末A股上市险企平均归母净资产较年初增速为0.5%，其中太保增速最高（3.3%）。 

 1Q24末A股上市险企其他综合收益/净利润比值为-87.7%，其中太保（-30.0%）这一比值差异最小，得
益于资产负债匹配能力最强（公司1Q24末FVOCI资产占比最高）。主要系寿险公司负债久期高于资产
久期，相同利率下行幅度下，负债端敏感度（主要为可转损益的保险合同金融变动）高于资产端（主
要为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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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24.6% 

2.5% 

4.7% 

0.6%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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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中国人寿 中国太保 新华保险 中国人保 

FVOCI-债权占比 FVOCI-权益占比 

1Q24末上市险企FVOCI资产占比构成 1Q24末上市险企资产负债匹配情况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吴证券研究所；注：中国平安披露合并报表，无法拆分FVOCI具体构成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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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趸交两全险业务理解新准则保险服务收入计量方法 

 产品信息：一份5年期趸交保费的两全保险，保费分为四部分进行计量： 

 保险成分：剩余保障期间的负债(预期赔付、费用等) 

 投资成分：未来一定会返还给保单持有人的部分(满期金、生存金、退保金) 

 预期保费收入 

 货币时间价值 

 新准则下保险服务收入的确认： 

 在保险期内，预期保费收入减少了剩余保障期间的负债 

 预期保费收入与货币时间价值共同组成保险服务收入 

 投资成分，即未来一定会返还给保单持有人的部分不计入保险服务收入 

保险
服务
收入 

Year1 Year2 Year3 Year4 Year5 

保费 

剩余保障期间的负债 

未来返还给保单持有
人的部分 

预期保费收入 

货币时间价值 

10 数据来源：IFRS，东吴证券研究所 

保险产品 
重大保险
风险评估 

是否保
险合同 

投资成分 
投资成分的
影响程度 

健康险 
定期寿险 

通过 是 
基本无投

资成分 
无 

终身寿险 通过 是 
生存金及

退保金 
⭐  

两全保险 
(年金+寿

险) 
通过 是 

生存金、
满期金及

退保金 
⭐ ⭐  

年金保险 通过 是 
年金支付、

满期金 
⭐ ⭐ ⭐  

纯投资产
品 

未通过 否 
扣除退保
手续费的
账户价值 

⭐ ⭐ ⭐ ⭐  

中国保险市场上各种产品的确认和分拆结果 从趸交两全险业务理解新准则保险服务收入计量方法 



主要科目变化：保险服务收入 

 新准则下1Q24“保险服务收入”同比增长5.1%，其中国寿（14.0%）增速最高，新华（-

13.4%）降幅较大 

 新准则下1Q24保险服务收入/旧准则原保费收入比例为37.1%，其中新准则保险服务收入比例
确认最高的为人保（49.9%）、最低为国寿（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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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Q24新准则下“保险服务收入”同比增长
5.1% 

1Q24上市险企保险服务收入/原保费收入确认比例 

平均约为37.1%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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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科目变化：承保利润 

 我们测算的承保利润【保险服务收入-（保险服务费用+（分出保费的分摊-摊回保险服务费用）
+提取保费准备金)】1Q24同比下滑5.5%，主要系长端利率下行放缓合同服务边际摊销速度 

 寿险承保利润类似运营利润概念，主要系其中含有合同服务边际释放，但投资收益率假设（不同期限
收益率存在差异）与营运利润（投资收益率假设4.5%）不同。 

 国寿承保利润大幅下降主要系1Q24支原体流感和新冠对部分险种赔付超支所致。 

 财险承保利润需要扣减承保财务损益，系财险业务不含储蓄，没有资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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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期保险服务费用（赔付+费用） 

• 合同服务边际摊销 

• 风险调整释放 

• 保单获取成本摊销 

保险服务收入 

减：保险服务费用（实际赔付+费用） 

减：分出保费的分摊-摊回保险服务费用 

减：提取保费准备金 

承保利润计算示意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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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科目变化：投资利差 

 1Q24沪深300指数和创业板指数分别上涨3.1%和下跌3.9%（1Q23同期沪深300和创业板指分别
上涨4.6%和2.2%），投资利差同比回落22%，是拖累当期净利润的核心原因。 

 投资利差=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汇兑损益-承保财务净损益-利息支出-信用减值损失。 

 寿险业务的承保财务净损益类似资金成本，用于计算投资利差。 

 上年同期净利润基数较高（1Q23高点兑现浮盈，1Q24市场先跌后涨，难以贡献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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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Q24股债市场点位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Wind，公司财报，东吴证券研究所；中国平安披露合并报表，无法拆分具体构成明细，中国平安利源拆分详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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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Q24投资利差总额（单位：百万元） 



主要科目变化：投资利差 

 1Q24上市险企投资收益率表现好于预期，简单年化平均净投资收益率2.95%（1Q23:3.35%）
；简单年化平均总投资收益率3.63%（1Q23:3.92%） 

 高股息红利资产表现较好，符合险企长期资金投资风格偏好。债券公允价值浮盈抵消了权益浮亏。 

 为应对持续低利率挑战，上市险企延展固收资产久期，加大低估值、高股息、长期盈利前景好的权益
配置，以实现长久期利率债与风险类资产、稳健型权益资产与成长型权益资产的二维平衡配置结构。 

 平安保险资金投资组合中不动产投资余额在总投资资产中占比4.2%，占比持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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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公司财报，东吴证券研究所；注：太保披露投资收益率未年化，新华总投资收益为简单年化口径，国寿1Q24首次实施新准则，同期数
据并不完全可比 

1Q24上市险企净投资收益率 1Q24上市险企总投资收益率 



中国平安IFRS17利源结构拆解分析（1Q24） 

15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东吴证券研究所 

保险业务整体（单位：百万元） 1Q24 1Q23 同比 计算方法 

保险业务承保利润（新准则为先“计息”后摊销，
内涵计息收入） 

25,781 26,042 -1.0% 
保险服务收入-（保险服务费用+（分出保费的分摊-摊

回保险服务费用）+提取保费准备金 

投资利润（扣税） 3,257 3,978 -18.1% 因不披露税前利润，我们将所得税在投资收益中扣减 

保险业务净利润 29,038 30,020 -3.3% 根据营运利润表中的分部净利润加总（寿险+财险) 

财险业务（单位：百万元） 1Q24 1Q23 同比 计算方法 

保险服务收入（新准则为先“计息”后摊销，内
涵计息收入） 

80,627 76,312 5.7% 披露 

原保费 79,076 76,958 2.8% 披露 

保险服务收入/原保费收入 102.0% 99.2% 2.8% 披露 

综合成本率（COR） 99.6% 98.7% 0.9% 披露 

承保利润 323 992 -67.5% 计算 

投资利润（扣税） 3,569 3,552 0.5% 
倒挤，因不披露税前利润，我们将所得税在投资收益中

扣减 

净利润 3,892 4544 -14.3% 披露 

寿险及健康险业务（单位：百万元） 1Q24 1Q23 同比 计算方法 

保险服务收入（新准则为先“计息”后摊销，内
涵计息收入） 

56,225 56,794 -1.0% 倒挤 

原保费 185,346 183,201 1.2% 披露 

保险服务收入/原保费收入 30.3% 31.0% -2.1% 披露 

承保利润 25,458 25,050 1.6% 倒挤 

投资利润（扣税） -312 426 / 
倒挤，因不披露税前利润，我们将所得税在投资收益中

扣减 

净利润 25,146 25,476 -1.3% 披露 

寿险综合成本率（COR） 124% 127% -2.0% 该指标有争议，为个人使用偏好，体现完全成本 



寿险业务：NBV高基数下同比继续快速增长 



1Q24上市险企新单和价值表现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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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达成NBV51.91亿元，同比增长30.7% 

•持续夯实“长航”一期转型成果，启动“长航”转型二期工程，从多元

渠道经营、全面运营支撑、价值创造管理三大方面着力打造以客户为中

心、以价值为导向的经营闭环 

•1Q24个险规模新保同比增长31.3%；绩优队伍规模稳定，产能及收入持

续攀升，U人力月人均首年规模保费8.3万元，同比增长33.7%，U人力

月人均首年佣金收入9,313元，同比增长14.1%；优增优育成效显现，招

募人力、新人产能、新人贡献占比均同比提升 

平安：1Q24NBV同比增长20.7%，渠道综合实力增强 

•代理人渠道人均NBV同比增长56.4%，新增人力中“优+”占比同比提升

11.0个百分点 

•银保渠道：深化平安银行独家代理模式，拓展外部优质银行渠道，持续

提升经营效率 

•社区网络：网格推广城市的存续客户全缴次继续率同比提升2.5个百分

点 

国寿：1Q24NBV同比增长26.3% 

•十年期及以上首年期交保费为251.91亿元，同比增长25.4% 

•队伍质态明显改善，绩优人群数量和占比持续实现双提升，个险板块月

人均首年期交保费同比上升17.7%，队伍产能在高基数基础上实现持续

增长 

•个险新型营销模式试点快速推进，“种子计划”试点已在江苏、广东、

深圳等省级机构启动 

新华：首次披露季度NBV增速，同比大幅增长51% 

个险渠道聚焦价值提升，优化产品与服务供给，加大长年期业务发展力

度，不断提升渠道产能。渠道加快绩优队伍建设初见成效，绩优人力规

模及人均产能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银保渠道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优化业务结构；强化渠道合作，积极寻

找机会；提升专业能力，打造精英团队；着力降本增效，改善经营效率 

上市险企对负债端新单增长表

述积极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东吴证券研究所 



新单增速受银保拖累，个险新单保持稳定结构优化 

 新单增速下滑，个险新单平稳，银保渠道受“报行合一”影响供需两弱，价值增速较好 

 季报新单口径，1Q24上市险企合计实现新单原保费收入2353.75亿元，同比下滑8.7%；增速由高至低分
别为太保（规模新保业务，+0.4%）、平安（新单保费收入，-3.8%）、国寿（新单保费收入，-4.4%）
、人保（新单保费收入，-20.6%）和新华（新单保费收入，-41.0%）。 

 从个险渠道来看，市场逐步消化“炒停”影响，需求逐步释放。 

 从银保渠道来看。供给侧：低利率环境下，利差损隐忧再度显现，上市险企银保策略主动选择调整，
全年计划相对平稳，相较于2023年年初高举高打策略明显不同。需求侧：网点重新签约后，代销积极
性受到一定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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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Q24上市险企新单同比增速下滑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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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Q24上市险企个险增速显著优于银保增速 

个险新保同比 1Q23 1Q24 

平安-个人（个险+银保）新单增速 10.0% -4.8% 

太保-个险规模新保增速 -6.0% 31.3% 

新华-个险长险首年新单增速 -25.9% 20.8% 

银保新保同比 1Q23 1Q24 

太保-银保规模新保增速 -17.1% -21.8% 

新华-银保长险首年新单增速 1.6% -63.7% 



新业务价值增长超预期 

 1Q24上市险企平均NBV增速约三成，价值率改善是核心。NBV同比增速由高至低分别为：人
保（81.6%）、新华（51%）、太保（30.7%）、国寿（26.3%）、平安（20.7%） 

 

19 

15.4% 

-42.3% 
-33.5% 

-23.7% 
-33.7% 

-16.9% -20.1% 

11.7% 
21.1% 

86.1% 

28.6% 

13.9% 
20.7% 

-60%

-40%

-20%

0%

20%

40%

60%

80%

100%

1Q212Q213Q214Q211Q222Q223Q224Q221Q232Q233Q234Q231Q24

单季度NBV同比增速(可比口径) 

-60.0%

-40.0%

-20.0%

0.0%

20.0%

40.0%

1Q19 9M19 1Q20 9M20 1Q21 9M21 1Q22 9M22 1Q23 9M23 1Q24

NBV累计同比增速 NBV逐季同比增速 

26.3% 
20.7% 

30.7% 

51.0% 

81.6%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中国人寿 中国平安 中国太保 新华保险 中国人保 

1Q24

-48.6% 
-39.3% 

2.5% 

29.8% 

16.7% 

54.7% 51.9% 

3.3% 

30.6% 

-60%

-40%

-20%

0%

20%

40%

60%

1Q22 2Q22 3Q22 4Q22 1Q23 2Q23 3Q23 4Q23 1Q24

1Q24上市险企NBV同比增速 
国寿逐季NBV增速持续改善 

太保寿险已连续7个季度NBV增速改善 
平安寿险及健康险已连续6个季度NBV改善 

数据来源：公司财报，东吴证券研究所；1Q24新华和人保首次披露NBV增速，图中太保寿险为1Q23同期数据未重述 



新业务价值率改善力度超过此前市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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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7月末预定利率
下调，综合负债成本稳
中有降 

•NBV同口径投资收益率假设（长期
4.5%）下，利差空间走阔 

•1Q24传统险新单预定利率下降50bps

（3.5%下降至3.0%） 

产品和期限结构优化 

•在低利率和竞品理财低迷背景下，行业已基本消化2023年7

月末预定利率“炒停”的影响 

•长期期缴业务恢复性增长 

•1Q24国寿十年期及以上首年期交保费同比增长25.4% 

•1Q24新华十年期及以上期交保费同比增长83.9%，个险期缴
同比增长23.0% 

积极降本增效 

•落实银保渠道“报行合一”，实际费
用大幅下降 

•个险渠道探索佣金递延，优化基本法
设计，提升费用投入产生效率 

1Q24上市险企新业务价值率超预期改善原因分析 



展望：寿险新单增长胜负手——居民挪储意愿延续 

 保险储蓄型业务受益于“高储蓄意愿”+“低存款利率”外部环境，挪储有望延续 

 央行2023城镇储户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61%，虽然较4Q22末的61.8%历史高点
小幅回落，但仍处于相对高位。 

 1Q24居民活期和定期存款增速分别为4.6%和14.8%，而企业活期和定期存款增速分别为-4.1%和4.2%，
在同期高基数和多轮降息背景下，居民防御性存款意愿依旧较强，也为增额终身寿险等开门红产品的
销售奠定基础。 

 保险保本优势有望进一步显现。 

 

21 

居民储蓄意愿较强 
奠定增额终身寿险的销售基础（单位：%） 

存款同比增速在多轮降息中于2Q23开始掉头向下 

数据来源：央行，Wind，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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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寿险新单增长胜负手，不排除预定利率下调 

 负债端：2023年以来系列严监管措施的核心在于降低负债成本。 

 2023年以来严监管措施有明显加码，监管规范人身保险市场秩序，通过引导人身险公司降低负
债成本、提高负债质量推动人身险行业高质量发展 

22 资料来源：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东吴证券研究所 

2023年7月底前，人身险新产品预定利率已基

本完成调整 

• 传统险、分红型人身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上限分别调整为

3%、2.5%，万能险最低保证利率不能高于2% 

《关于规范银行代理渠道保险产品的通知》 

• 在产品精算报告中明确说明费用假设、费用结构，并列

示佣金上限，并据实列支向银行支付的佣金费用。 

• 当审慎合理地确定费用假设，细化完善费用结构。鼓励

各公司探索佣金费用的递延支付，通过与业务品质挂钩，

实现销售激励的长期可持续性。 

《关于强化管理促进人身险业务平稳健康发

展的通知》 

• 明确要规范承保管理，不得采取大幅提前收取保费并指

定第二年保单生效日的方式进行承保 

• 要落实产品销售执行的管控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

费用规范性、真实性管理，确保实际费用不高于报备费

用，杜绝恶性竞争 

三季度银行业保险业数据信息新闻发布会 

• 抓紧启动个人代理渠道、经纪代理渠道的“报行合一”

工作 

2024年1月窗口指导万能险结算利率 

• 根据监管对部分公司窗口指导要求，2024年1月-5月的万

能险账户结算利率不得高于4%，6月后应进一步压降至

3.8%。 

• 部分规模较大以及风险处置机构需压降至不超过3.5%，

针对过往历史投资收益率表现不佳的公司还将有进一步

要求。 

2024年3月万能险结算利率拟再度调降 

• 要求调降万能险结算利率水平、分红险实际分红水平。

大部分中小险企的万能险结算利率不超过3.3%，大型险

企的万能险结算利率不超过3.1%。分红险的实际分红水

平对照万能险结算利率实行。 



展望：寿险新单增长风险点——个险“报行合一” 

 “报行合一”对个险渠道影响：明确佣金费用“蛋糕”的划分，而非简单一刀切降低总量 

 将鼓励险企将法外费用（如：业务推动费用）划入法内（如：销售利益、管理利益、育成利益、新人
利益、增员利益等），销售费用向一线外勤人员倾斜，保险公司面临的挑战，主要在于如何更有效地
投放资源。 

 费用结构的变化短期将对内勤（固定费用：如职场租金、营运费用等）造成压力，长期利于提高经营
效率。费用端投入的减少驱动着险企在产品设计上展开竞争，险企应当体现出自身产品的差异度，并
进一步提升队伍的整体素质水平。 

 在个险推行“报行合一”与销售人员分级的背景下，队伍仍可能面临进一步清虚压力 

 

23 数据来源：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东吴证券研究所整理 

法外费用划入法内，销售费用向一线外勤人员倾斜，体现高

效能和专业化 

监管政策思路一脉相承，引导队伍高质量转向，外勤人

力可能面临进一步清虚压力 

固定费用变为浮动费用，短期给内勤队伍规模造成压力，长

期利于提高经营管理效率 

“报行合一”对个险渠道的影响分析 

四级 

（初级）： 

•具备基础保险知识

和专业技能，能在

指导下以产品为导

向开展保险销售业

务，协助订立保险

合同及提供相应的

客户服务。 

三级 

（中级）： 

•具备丰富的保险专

业知识和基础金融

专业知识，能识别

评估客户个人和家

庭的各类风险、启

发客户保险需求，

熟练掌握保险销售

专业技能，独立开

展保险销售业务并

产生持续稳定绩

效。 

二级 

（高级）： 

•具备全面深入的保

险专业知识和丰富

金融专业知识，能

从财富管理的角度

分析客户面临的风

险并启发保险需求，

精通保险销售专业

技能，能指导低级

别人员开展保险销

售业务，绩效水平

良好。 

一级 

（特级）： 

•具备全面的金融专

业知识，精通各项

专业技能，能组织

团队培训和销售管

理，能合规开展非

保险金融业务，能

分析评估客户需

求，设计财富管理

方案并协助执行，

绩效水平优秀。 

《个人保险代理人销售能力资质等级标准(人身保险方向)(讨论
稿)》个人保险代理人划分为4个等级 



财险业务：高基数下，承保利润同比大幅下降 



新准则下综合成本率同比恶化，净利润受投资收益拖累 

 1Q24新准则下，上市险企合计实现财险业务保险服务收入2400.26亿元，同比增长5.8%，实现
承保综合成本率98.5%，同比恶化1.3pct.；实现新准则下承保利润36.24亿元同比下降39.0%。 

 中国财险公告1Q24主要系低温雨雪冰冻等灾害事故、交通出行增长对承保业务的挑战。 

 平安财险1Q24整体综合成本率（COR）为99.6%（同比+0.9pct.），其中剔除保证保险后COR为98.4%，
同比上升主要受春节前期暴雪灾害（拖累COR约2pct.）以及同期疫后出行率仍未恢复，赔付率基数较
低所致。公司收入稳健增长，品质保持健康，信保业务拖累逐季改善趋势已现。 

 太保财险承保结果明显好于同业，我们预计公司保险服务收入增速快于同业，缓解了费用分摊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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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准则-财险保费收入 

单位：百万元 
1Q23 1Q24 同比 承保综合成本率 1Q23 1Q24 同比 

中国人保 167,641 173,977 3.8% 中国人保 95.7% 97.9% 2.2pct. 

平安财险 76,958 79,076 2.8% 平安财险 98.7% 99.6% 0.9pct. 

太保财险 57,543 62,491 8.6% 太保财险 98.4% 98.0% -0.4pct. 

合计值 302,142 315,544 4.4% 合计值 97.2% 98.5% 1.3pct. 
新准则-财险保险服务收入 

单位：百万元 
1Q23 1Q24 同比 

承保综合利润 

单位：百万元 
1Q23 1Q24 同比 

中国人保 107,520 113,843 5.9% 中国人保 4,622 2,351 -49.1% 

平安财险 76,312 80,627 5.7% 平安财险 992 323 -67.5% 

太保财险 43,038 45,556 5.9% 太保财险 689 911 32.3% 

合计值 226,870 240,026 5.8% 合计值 5,944 3,624 -39.0% 

财险保险服务收入确认比例 1Q23 1Q24 同比 
新准则-净利润 

单位：百万元 
1Q23 1Q24 同比 

中国人保 64.1% 65.4% 1.3pct. 中国人保 9,508 5,871 -38.3% 

平安财险 99.2% 102.0% 2.8pct. 平安财险 4,544 3,892 -14.3% 

太保财险 74.8% 72.9% -1.9pct. 太保财险 2,000 1,933 -3.4% 

合计值 75.1% 76.1% 1pct. 合计值 16,052 11,696 -27.1% 

1Q24“老三家”财险业务经营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吴证券研究所 



中国财险新准则下利源拆分 

 新准则下同期基数较高是拖累ROE的核心因素 

 根据我们搭建的新准则财险ROE框架（平均承保杠杆*承保利润率+总投资收益率*平均投资杠杆+其他
收益）*（1-实际税率），1Q24中国财险ROE为2.5%，可比口径同比下降1.8个pct.。 

26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吴证券研究所，本表根据境内会计准则制作，季报披露境内会计准则，年报和中报按照国际会计准则披露，两者存在一定差异 

中国财险新准则ROE驱动因素分析（境内会计准则） 

ROE驱动分析 
（单位：百万元） 

2022A 1Q23 1H23 9M23 2023A 1Q24 

保险服务收入 424,355 107,520 224,368 346,038 457,203 113,843 

综合成本率 96.7% 95.7% 96.4% 97.9% 97.6% 97.9% 

平均承保杠杆 2.02 0.48 1.01 1.56 2.04 0.48 

承保利润 14,213 4,622 8,105 7,379 11,073 2,351 

投资资产 577,305 574,089 596,845 596,662 601,297 603,712 

投资收益率 3.6% 1.3% 2.5% 2.7% 3.5% 0.8% 

平均投资杠杆 2.7 2.6 2.6 2.6 2.6 2.6 

总投资收益 21,351 7,508 14,959 16,232 20,920 4,776 

其他收益 -1,599 -521 -678 -1,548 -3,074 -302 

利润总额 33,965 11,609 22,387 22,064 28,919 6,826 

所得税 -4,874 -2,101 -3,154 -2,678 -3,690 -955 

实际税率 -14.4% -18.1% -14.1% -12.1% -12.8% -14.0% 

净利润 29,099 9,508 19,233 19,386 25,229 5,871 

权益 217,260 227,116 227,659 226,480 230,388 239,214 

ROE 13.8% 4.3% 8.6% 8.7% 11.3% 2.5% 

业绩贡献 2022A 1Q23 1H23 9M23 2023A 1Q24 

承保业绩税前贡献 41.8% 39.8% 36.2% 33.4% 38.3% 34.4% 

投资业绩税前贡献 62.9% 64.7% 66.8% 73.6% 72.3% 70.0% 



车险业务：出行率恢复提升赔付率水平 

 1Q24上市险企合计实现车险原保费收入同比增长2.5%，赔付率拖累车险承保盈利 

 从“老三家”1Q24车险原保费同比增速来看：平安（+3.5%）>太保（+2.2%）>人保（+1.9%）。上市
险企聚焦业务品质升级，主动放缓车险原保费增速。 

 2023年疫情管控结束，车险赔付率指标呈上升态势；2024年行业车险综合赔付率开年即在高位，新能
源车险业务确实给各经营主体带来了赔付压力。 

 根据东方和讯统计，1Q24全行业车险承保利润48.81亿元（综合成本率为97.72%），其中人保/平安/太
保财险分别为32.10/16.17/4.02亿元，老准则下综合成本率为95.36%、96.88%和98.48%（1Q23分别为
95.2%/96.9%/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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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准则，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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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吴证券研究所，1Q24“老三家”车险业务经营情况根据东方和讯数据统计整理 



非车业务：大灾拖累赔付率表现 

 根据应急管理部数据，1Q24我国自然灾害以低温雨雪冰冻、地震和地质灾害为主，干旱、风雹
、洪涝、沙尘暴和森林火灾等也有不同程度发生，直接经济损失237.6亿元（1Q23仅为25.5亿元
），同比明显增加 

 从“老三家”1Q24非车险原保费同比增速来看：太保（+13.8%）>人保（+5.0%）>平安（+1.3%）。
1Q24“老三家”非车业务占比为53.3%。 

 人保财险部分政策性业务招标受季节性影响。太保农险持续推进扩面增品提标，提升农险保障广度和
深度，深化“农业保险+”产品和服务创新，满足客户的多元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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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Q24“老三家”非车原保费收入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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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吴证券研究所 



投资建议：利率底部上行，季报超预期，首推中国太保 



保险股当前基本面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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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面判

断 

资产端：核心压制因素 

长端利率 

央行表态后长端利率将逐步探明阶段性底部，并以低位震荡为主 

保险股红利策略效应显著弱于银行，主要系利差损隐忧压制 

权益市场 股市结构性行情仍将延续，红利策略在无风险收益率下行背景下延续 

负债端 

新单 

预计个险渠道仍将保持稳健，得益于居民金融资产配置的调整 

预计银保渠道“供需两弱”——银行理财经理代销积极性下降，客户理

财需求替代 

预计2H24预定利率仍有下调可能，关注“炒停”对估值和业绩的共振 

价值 

价值率的改善得益于“报行合一”实施和预定利率下调带来的利好 

当前金监总局正在对定价利率机制形成征求意见稿，若达成或将形成中

期利好 

基本面底部判断：估值大于业绩影响，长端利率是胜负手核心 



投资建议：利率底部上行，季报全面超预期 

 估值大于业绩影响，长端利率是胜负手核心。短期央行表态长端利率过低、1Q24季报超预期和
2H24若保险新“国十条”落地，将对当前保险板块，尤其是寿险股估值催化较大 

 利率底部上行，资产端底部反转迹象显现，近期利率主要受央行关于长债收益率表态和地产放松限购
的政策预期的影响。4月23日晚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认为目前长期国债收
益率与长期经济增长预期背离，其中提到“长期国债收益率总体会运行在与长期经济增长预期相匹配
的合理区间内”、“固定利率的长期限债券久期长，对利率波动比较敏感，投资者需要高度重视利率
风险”。 

 1Q24季报渐次落地，在此前低预期背景下，资产负债两端季报全面超预期。我们认为2Q24在上年同期
高基数压力下，1H24负债端新单和价值增速有望保持平稳。 

 打造金融“国家队”，期待保险新“国十条”年内亮相。近期《关于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
报告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和整改问责情况的报告》发布，其中提到“研究制定推进保险业等高质
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考虑到4月关于资本市场的新“国九条”颁布，我们预计保险新“国十条”或在
2H24颁布落地，时隔十年的顶层设计有望进一步提升保险业定位。 

 投资建议：继续推荐充分受益于资产端预期底部反转的纯寿险标的。保险板块首推中国太保，
其次推荐中国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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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议：首推中国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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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上市险企估值表（以2024年5月8日股价计） 

      EVPS（元）     P/EV 

代码 公司名称 收盘价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P/EV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601318.SH 中国平安 41.95  81.10  83.19  85.15  117.98  中国平安 0.52  0.50  0.49  0.36  

601628.SH 中国人寿 31.22  44.60  48.64  52.97  57.61  中国人寿 0.70  0.64  0.59  0.54  

601601.SH 中国太保 26.50  55.04  58.65  63.01  67.15  中国太保 0.48  0.45  0.42  0.39  

601336.SH 新华保险 31.61  80.29  88.47  97.14  106.58  新华保险 0.39  0.36  0.33  0.30  

      EPS（元）     P/E 

代码 公司名称 收盘价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P/E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601318.SH 中国平安 41.95  5.01  7.88  8.49  8.94  中国平安 8.38  5.32  4.94  4.69  

601628.SH 中国人寿 31.22  0.75  1.11  1.36  1.50  中国人寿 41.80  28.05  22.96  20.84  

601601.SH 中国太保 26.50  2.83  3.15  3.90  4.46  中国太保 9.35  8.40  6.79  5.94  

601336.SH 新华保险 31.61  2.79  3.50  3.99  4.25  新华保险 11.32  9.03  7.92  7.45  

      BVPS（元）     P/B 

代码 公司名称 收盘价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P/B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601318.SH 中国平安 41.95  49.18  52.50  56.96  63.79  中国平安 0.85  0.80  0.74  0.66  

601628.SH 中国人寿 31.22  16.28  17.28  18.39  19.57  中国人寿 1.92  1.81  1.70  1.60  

601601.SH 中国太保 26.50  25.94  28.14  30.96  34.04  中国太保 1.02  0.94  0.86  0.78  

601336.SH 新华保险 31.61  33.68  36.59  39.81  43.15  新华保险 0.94  0.86  0.79  0.73  

      BVPS（元）     P/B 

代码 公司名称 收盘价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P/B 2023A 2024E 2025E 2026E 

2328.HK 中国财险 9.58  10.40  11.63  12.65  13.72  中国财险 0.85  0.76  0.70  0.64  

数据来源：Wind，公司财报，东吴证券研究所 
注：除中国财险外，以上公司皆为A股上市险企，其中A股上市险企股价单位统一为人民币，港股（H股）险企股价单位统一为港元，估值数据则按照1港元=0.9222元人
民币汇率计算，数据更新至2024年5月8日，上述公司盈利预测均来自东吴证券研究所，均为已覆盖标的。 



风险提示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复苏低于预期拖累长端利率和权益市场大幅下行 

 宏观经济若持续低迷，则对长端利率和权益市场产生较大压制，拖累寿险板块估值。长端利率与权

益市场持续震荡下行对保险股估值与业绩的双杀。 

 近期利率主要受央行关于长债收益率表态和地产放松限购的政策预期的影响。若后续长端利率再度

下行则将进一步加剧寿险公司利差损担忧，拖累寿险公司估值水平。 

 寿险业转型持续低于预期 

 当前寿险业仍处于转型阵痛期，虽然受竞品理财表现低迷影响，储蓄型业务需求回暖，但对保险公

司资产匹配带来挑战。当前队伍数量仍在探底，队伍新增入口仍存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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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报告是基于本公司分析师认为可靠且已公开的信息，本公司力求但不保证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也不保证文中观点或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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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投资评级标准 

投资评级基于分析师对报告发布日后6至12个月内行业或公司回报潜力相对基准表现的预期（A股市场基准为沪深300指数，香港市场基准为恒生指数，美国市
场基准为标普500指数，新三板基准指数为三板成指（针对协议转让标的）或三板做市指数（针对做市转让标的），北交所基准指数为北证50指数），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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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持：预期未来6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基准介于5%与15%之间； 

中性：预期未来6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基准介于-5%与5%之间； 

减持：预期未来6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基准介于-15%与-5%之间； 

卖出：预期未来6个月个股涨跌幅相对基准在-15%以下。 

行业投资评级： 

增持：预期未来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强于基准5%以上； 

中性：预期未来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基准-5%与5%； 

减持：预期未来6个月内，行业指数相对弱于基准5%以上。 

我们在此提醒您，不同证券研究机构采用不同的评级术语及评级标准。我们采用的是相对评级体系，表示投资的相对比重建议。投资者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决
定应当充分考虑自身特定状况，如具体投资目的、财务状况以及特定需求等，并完整理解和使用本报告内容，不应视本报告为做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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