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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行合一”一周年，几家欢喜几家忧？ 

 

 

事件 

2023 年以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先后下发《关于规范银行代理

渠道保险产品的通知》、《关于银保产品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以及《关

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银行代理渠道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引导人身险

行业在银保渠道切实执行“报行合一”。短期来看行业新单保费增长承

压，但银保渠道的佣金水平明显改善，新业务价值率快速提升，且银保

系公司受益更为明显；长期来看有望重塑行业渠道结构，降低费差损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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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督促行业实行“报行合一”，防范费差损风险，提高负债质量。 

人身险产品主要依据发生率、费用附加率、利率等精算假设来确定产品价格，实际情况与精

算假设之间的差异会形成死差、费差、利差，成为人身险公司的利润来源。近年来，部分人

身险公司采取激进的经营模式，通过快速提升渠道手续费、虚列费用等方式吸引渠道合作、

抢占市场份额，导致行业无序竞争现象显现。部分人身险公司实际发生的费用水平已远超产

品定价时的附加总费用率，行业费差损风险不断累积。由于人身险公司负债端以长久期储蓄

型产品为主，利润来源主要为利差益，在投资业绩较好情况下，人身险公司尚可用利差益弥

补费差损。但近年来随着权益市场震荡加剧、债券市场收益率低位运行，大多数人身险公司

投资业绩表现不佳，人身险行业投资收益率已由 2013 年的 5.50%下降至 2023 年的 2.29%。

利差对利润的贡献度逐步收窄，对费差损的弥补有限。为压实负债端成本，监管一方面下调

保险产品预定利率，另一方面压降渠道费用，多措并举提高行业负债质量。 

2023 年以来监管机构多次发文推动行业实行“报行合一”，即保险公司给监管部门报送产品

审批或备案材料中所使用的产品定价假设，要与保险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中的行为情况保持

一致，这一政策的实施有助于行业有效压降渠道成本、防范费差损风险，促进行业长期稳健

经营。 

银保渠道率先开展，经代渠道紧随其后，个险渠道仍处于探索期。 

在代理人缩水和储蓄型保险产品备受消费者青睐背景下，银保渠道成为各人身险公司争夺市

场份额的重要渠道，导致银保渠道手续费高企、“小账”现象屡见不鲜。为有效遏制该现象，

“报行合一”政策率先在银保渠道展开。2023 年 8 月 22 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下

简称“金融监管总局”）向各家人身险公司下发《关于规范银行代理渠道保险产品的通知》，

要求各人身险公司通过银行代理销售的产品，应当审慎合理确定费用假设，据实列支费用，

佣金等实际费用应与备案材料保持一致，且各公司已备案的银保产品，应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前补充报送费用结构和佣金上限等内容。2023 年 10 月和 2024 年 1 月，金融监管总局分别

下发《关于银保产品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关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银行代理渠道业务有关

事项的通知》，对银保渠道的“报行合一”提出更加明确的要求并多举措力求落地实施。为推

动“报行合一”政策落地，上海、广东等地保险行业协会发布银保自律公约，对于趸交、3 年

交、5 年交、10 年交的保险产品，保险公司给予银行的一次性手续费上限分别下调至 3%、

9%、14%、18%，老七家在此基础上再打九折。在监管引导下，人身险公司陆续调整银保渠

道业务，与银行按照重新报备的手续费签署合作协议，2023 年下半年保险公司和银行已基本

完成重新签署工作。根据行业统计数据，“报行合一”执行一年以来，全行业相关渠道平均

佣金水平较之前降低 30%。 

同时，“报行合一”实行之后，银保渠道竞争的关键将由手续费转向产品和服务，利好产品

线丰富、服务水平较好的大型保险公司，行业马太效应会更加明显。为了缓解中小保险公司

业务开展压力，2024 年 4 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有关事项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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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取消已施行多年的银行网点与保险公司合作不得超过 3 家的限制。该政策是对银保合作

的一次“大松绑”，有助于中小公司和更多银行网点合作，缓解“报行合一”带来的竞争压

力，从而推动银保渠道经营模式的重塑。 

随着银保渠道“报行合一”取得积极成效，监管机构进一步将“报行合一”政策拓展至经代

渠道。2024 年 2 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 2023 年度人身保险产品情况的通报》，指出部

分人身险公司报送的经代渠道终身寿险产品设计的销售费用率为预定附加费用率的两倍左右，

并要求其针对通报问题进行全面自查整改，并应于 2024 年 2 月 26 日前上报整改报告；其他

公司应当对照通报问题进行全面自查，立即整改。为满足监管要求，保险公司已密集对经代

渠道产品进行下架调整，经代渠道“报行合一”正式拉开序幕。 

个险渠道方面，由于各家人身险公司个险渠道基本法、队伍架构和费用政策计算的差异较大，

因此个险渠道短期内受到“报行合一”政策的影响较小。但从近期各大上市保险公司 2024 年

中期业绩发布会来看，部分头部人身险公司已开始布局个险渠道“报行合一”，从长期来看，

为规范市场行为、压降人身险公司成本，个险渠道“报行合一”势在必行。 

上半年银保渠道业务增速降温，渠道结构逐渐重塑，非银保系公司调整步伐加快。 

从长期来看，“报行合一”政策将促进人身险公司提质增效，但政策执行初期势必会使得人身

险公司业务发展经历短期的“降温换挡”。2024上半年，人身险行业实现规模保费3.03万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0.97%，但增速下降1.13个百分点。由于三季度以来人身险各类产品预定利

率进一步下调，人身险公司抓住窗口期展业，推动前三季度行业规模保费增速同比回升2.19

个百分点至13.51%。 

根据新单保费渠道数据可得的人身险公司样本（以下简称“样本组A”）数据统计，2024年1-

6月样本公司总规模保费1同比增长3.34%，其中银保渠道总规模保费同比增长1.97%，人身险

公司业务规模仍然保持增长态势。但从期限结构的角度来看，2024年1-6月样本公司新单保费

同比减少14.48%，新单保费对总规模保费贡献度为32.59%，贡献度同比下降6.79个百分点，

由此推断，“报行合一”政策影响下，2024年上半年人身险公司业务规模增长主要依靠续期保

费拉动，新单保费有所收缩。 

对于保险公司而言，银行作为零售金融的核心载体之一，其强大的客户资源与广泛分布的营

业网点在代销保险产品方面具有天然优势，银保渠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从银行的角度出

发，代销保险产品带来的中间业务收入在其总收入中占比有限，且保险产品同质化严重、可

选范围广泛，合作地位上的不对等造成了保险公司对于银保渠道掌控力度偏弱的局面。本次

“报行合一”政策带来的“降佣潮”将会改变银行选择合作保险公司的标准和逻辑，同时亦

重塑了人身险公司的销售渠道结构。 

从新单保费的渠道结构来看，样本公司银保渠道新单保费合计同比减少33.31%，银保渠道对

                                                        
1 部分样本公司规模保费数据不可得，以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替代，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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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单保费的贡献度为32.29%，贡献度同比下降9.12个百分点。其中，银保渠道保费贡献度占

比超过50%的人身险公司新单保费平均同比降幅为25.13%，超过全部样本降幅均值（21.52%）。

虽然绝大多数样本公司新单保费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但不同类型公司银保渠道降幅有较

大差异。具体来看，银保系样本公司因其主要依靠银保渠道展业，整体新单保费的变化趋势

和幅度与银保渠道新单保费的变化情况基本保持同步；合资样本公司表现不一，而上市样本

公司和其他样本公司则表现为银保渠道的新单保费降幅明显大于新单保费降幅（如图1所示）。  

图 1：2024 年 1-6 月不同类型样本公司新单保费增速（%） 

 
资料来源：中诚信国际整理 

在“报行合一”政策推进过程中，不同类型人身险公司渠道调整步伐有所区别。银保系人身

险公司背靠母行资源和网络，以同母行的渠道协同为其核心竞争力，对银保渠道的把控能力

往往高于非银保系保险公司。根据样本组A数据统计，2024年1-6月银保系样本公司的银保渠

道新单保费占比降幅在10个百分点以内，渠道稳定性较强；而非银保系样本公司的银保渠道

新单保费占比变化十分明显（如图2.1所示）。 

值得一提的是，合资样本公司银保渠道新单保费占比呈现逆势上升态势，由此推断，在“报

行合一”叠加放开银保渠道“1+3”合作限制后，一方面渠道费率下降使得业务价值提升，另

一方面触达银行网点展开合作的机会增加，“小而美”合资人身险公司以其注重产品质量和服

务创新为优势，在银保渠道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上市样本公司均为行业头部公司，其品牌实力强大，渠道多元化程度高，且多以个险渠道为

核心渠道。但近年来，由于个险渠道进入深度调整期，叠加居民储蓄意愿增强，头部公司不

同程度的加大银保渠道拓展力度。2024年上半年，“报行合一”的推行使得银保渠道新单保费

规模明显收缩，但凭借个险渠道转型成果的逐步显现以及多元化渠道的支撑作用，整体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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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规模降幅较小。 

保费规模相对较小的其他样本公司整体综合实力较弱，其原本主要通过较高的费用投入争取

银行合作机会，但在“报行合一”政策下失去竞争优势，导致银保渠道新单保费贡献下降幅

度十分显著。 

在银保渠道新单保费规模收缩的同时，已深度调整多年的个险渠道或将迎来发展机遇。具体

来看，大部分样本公司个险渠道保费贡献有所上升。相较于银保系样本公司，非银保系样本

公司在个险渠道转型力度较大（如图2.2所示），其中上市样本公司经过近年来个险渠道的持

续转型发展，成效逐步显现，在各类型样本公司个险渠道贡献增幅中拔得头筹。 

整体来看，基于样本组A数据可推断，“报行合一”政策短期内使得人身险公司新单保费规模

下滑，且渠道策略逐步分化。银保系公司将继续深耕母行渠道，合资公司或将把握机遇加大

银保渠道拓展力度，上市公司将会兼顾个险和银保渠道发展，深化多元渠道布局；其他中小

人身险公司则面临多重压力，仍需寻找差异化竞争优势。 

图 2.1&2.2：不同类型样本公司渠道新单保费贡献同比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诚信国际整理 

此外，在银保渠道由“费用驱动”逐渐转为“价值驱动”的当下，如何调整产品策略来适应

新渠道格局是各人身险公司面临的重要抉择。根据样本组A数据统计，2024年1-6月，银保渠

道新单保费中趸交保费合计占比29.43%，同比下降6.09个百分点。样本组A数据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人身险行业在监管政策引导下向高价值期交产品转型的策略。 

人身险公司提质增效明显，银保系公司受益最大。 

“报行合一”政策的实施，虽使得行业新单保费规模短期“降温”，但由粗放型向精细化的

转型发展使得行业发展质效双升。下文以尚未实行新准则的发债人身险公司为样本（以下简

称“样本组 B”）进行统计分析。2024 年 1-6 月样本组 B 公司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合计同比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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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41.17%，平均手续费率2为 6.06%，同比下降 7.33 个百分点，佣金率下降显著。 

由于目前“报行合一”政策在各渠道分步实施，银保渠道率先开展，主要通过银保渠道展业

的样本公司费率水平改善更为明显（如图 3.1 所示）。其中，银保系公司 2024 年 1-6 月的手续

费及佣金支出同比减少 63.68%，平均手续费率为 3.96%，同比下降 8.34 个百分点，费率水平

和下降幅度均优于样本公司总体水平。由此可见，在“报行合一”背景下，银保系公司可凭

借其较好的股东资源优势，深化与股东间的业务协同，以较低的手续费率与股东及其系统内

公司开展业务合作，实现业务的稳健发展和经营效率的稳步提升。 

图 3.1&3.2：不同类型样本公司银保渠道保费贡献度与手续费率变化的关系 

  
注：由于样本组 B部分公司 2024年 1-6月银保渠道保费贡献度占比较难获得，图 3.1横轴暂用 2023年银保渠道

保费贡献度占比替代。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诚信国际整理 

“报行合一”政策除了对人身险公司经营效率产生直接影响外，还通过影响费差帮助人身险

公司积累利润、增厚业务价值。根据可得新业务价值率的样本组（以下简称“样本组 C”）

数据统计，2024 年 1-6 月样本组 C 平均新业务价值率较上年全年上升 6.92 个百分点，且银保

渠道保费贡献度越高的样本公司，新业务价值率上升越快（如图 4.1 所示）。 

具体来看，2024 年 1-6 月银保系样本公司的平均新业务价值率较 2023 年全年上升 11.45 个百

分点，新业务价值率的上涨幅度远高于上市样本公司和其他样本公司水平。由此可推断，“报

行合一”政策对银保系公司业务价值的提升效果最为显著。 

  

                                                        
2 手续费率=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保险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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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2：不同类型人身险公司的新业务价值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诚信国际整理 

结论 

总体来看，“报行合一”政策是金融严监管背景下的重要举措，能有效遏制行业无序竞争、

粗放发展。虽然“报行合一”使得人身险公司调整渠道策略、重构竞争格局，行业短期规模

保费承压，但该政策通过重新分配人身险公司和渠道机构的“蛋糕”比例，强制性压降渠道

成本，有助于人身险行业提质增效。由于目前“报行合一”政策在各渠道进展不一，现阶段

银保渠道占比更高的公司受益更大，未来随着政策的全渠道实施及行业转型成效显现，人身

险行业有望实现“量”“质”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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