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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航母”穿越周期：生态共赢、AI 领航 

 

在全球金融巨头竞逐的辽阔海域中，中国平安（601318.SH，02318.HK），这艘

“金融航母”正以其独一无二的航向，划破传统竞争的迷雾。 

 

6 月 25 日，中国平安“A+H”联袂上涨，A 股涨 1.92%报 57.88 元，实现强

势四连升，股价创今年以来新高；H 股涨 3%报 51.45 港元，亦走出四连阳，平

安总市值重上万亿关口。这不仅是对过往战略布局的阶段性验证，更是市场对其

“综合金融+医疗健康”生态模式持续创造价值的信心投票。 

 

 
（来源：wind） 

 

当同业机构普遍聚焦于保险或资管等传统金融业务时，平安已逐步构建起了一个

整合金融、科技与医疗健康的综合平台，形成了“综合金融+医疗健康”的双轮

驱动模式。这种深度融合的战略布局，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相当的独特性。 

 

当前，多重趋势交汇，为这一模式提供了发展契机：人口结构变化持续提升对保

障与财富管理的需求，技术革新不断拓展金融服务的边界，而全社会对健康服务

的关注度也在显著升温。 

 

基于其前瞻性的战略布局和深厚的业务基础，平安正处于将这一独特模式转化为

可持续财务价值的关键阶段。其模式所体现的协同效应、积累的客户基础以及多



元化的增长潜力，共同构成了其长期价值的支撑点，也使其成为价值投资者关注

的对象。 

 

将其置于更广阔的行业坐标系中审视，平安的战略选择及其构筑的竞争壁垒，将

是理解其未来价值走向的核心因素。 

 

一、价值韧性基石：穿越周期的分红典范 

 

真正的好公司如同生态中的健康细胞——以商业效率满足社会需求，平衡股东

回报与员工福祉，在合法合规中创造价值。 

 

而卓越公司则更进一步，如詹姆斯·莫尔在《竞争的衰亡》中描述的“商业生态系

统”缔造者：主动打破零和博弈，将价值链转化为价值网络。它们以技术为根系

降低社会成本，以伦理为脉络重构分配规则，让消费者、员工、合作伙伴乃至社

区形成共生循环。 

 

这种超越竞争的“共赢生态”，既需要德鲁克强调的“社会责任内生化”的勇气，

更需要莫尔主张的“协同进化”智慧——当企业成为生态的“养分泵”而非“资

源榨取机”，便真正抵达了卓越之境。 

 

当我们以这种“共生循环”的生态视角审视中国平安，其长期稳定且具有竞争力

的分红实践便超越了简单的股东回报行为，成为维系整个价值网络的关键纽带。 

 

平安的分红策略，实质上是其如何平衡内部积累（滋养根系、拓展网络）与外部

回馈（反哺股东、增强生态粘性），从而在效率与长期生态繁荣之间寻求最优解

的集中体现。 

 

平安的分红增长纪录在保险行业中具有显著的标杆意义。根据公开数据，其分红

金额从 2011 年的 31.7 亿元连续增长 14 年、持续攀升至 2024 年的 461.7 亿

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 23%。 

 

这一增长轨迹不仅体现在总额上，平安的每股分红也从 2011 年的 0.4 元提升至

2024 年的 2.55 元。同期，对应的股息率由 1.2%提高至 2024 年末的 4.8%（目



前，股息率 TTM 为 4.6%），体现了平安在长周期经营中盈利增长与股东回馈的

双重提升。 

 

 
（数据来源：平安财报） 

 

相比之下，中国人寿同期分红呈现明显的波动性，例如 2016 年因净利润下滑导

致每股分红从 2015 年的 0.42 元骤降至 0.24 元，2018 年进一步跌至 0.16 元，

反映出其分红政策对短期业绩的高度敏感性。 

 

中国太保的分红变动趋势与中国人寿类似，如 2021 年其每股分红从 2020 年的

1.3 元回落至 1 元，降幅达 23%，显示其分红稳定性同样逊于平安。 

 



 
（数据来源：各企业财报） 

 

2011-2024 年，平安的累计现金分红达到 3589 亿元。同期，中国人寿的累计现

金分红 1662 亿元，中国太保的累计现金分红 1090 亿元，平安的累计现金分红

是后二者的 2.2 和 3.3 倍。 

 

中国平安的分红优势源于两方面：一方面将分红比例锚定在营运利润的 37%左

右，另一方面通过综合金融模式平滑单一业务波动。 

 

2024 年平安归母营运利润达 1219 亿元，分红金额占比 37.9%，而中国人寿同

期分红比例仅 17%，中国太保为 23%。更值得注意的是，平安自 2007 年 A 股

上市起即实施中期分红，而中国人寿直至 2024 年才首次尝试中期分红。 

 

这种政策差异的背后是业务结构的根本区别。以 2024 年为例，平安的收入端由

寿险、产险、银行三大业务构成。而同期中国太保的收入由寿险和产险两部分构

成，中国人寿则由寿险贡献全部收入。 

 

相较于平安，中国人寿和中国太保更依赖于单一行业，投资收益波动直接对后二

者的分红能力形成制约。 

 



 
（数据来源：各企业财报） 

 

平安的“综合金融+医疗养老”生态是其分红持续性的核心保障。2024 年，近

63%的平安客户同时享有医疗养老生态圈提供的服务权益，其客均合同数约

3.37 个、客均 AUM 约 5.99 万元，分别为不享有医疗养老生态圈服务权益的个

人客户的 1.6 倍、3.8 倍。 

 

2025Q1，持有平安集团内 4 个及以上合同客户的留存率达 98%，较仅有一个合

同客户的留存率高11.9个百分点；服务时间5年及以上的客户的留存率为94.6%， 

较首年客户高 36.7 个百分点。 

 

 
（来源：平安 2024年财报） 

 

这种生态协同效应在2017-2019年行业调整期尤为明显——平安在此期间仍保

持分红逐年增长。相比之下，中国人寿在 2017-2018 年因传统寿险转型导致分

红金额下滑了 60%，凸显单一业务模式的脆弱性。 

 

通过十四年数据验证，平安构建了“战略布局-业绩增长-分红兑现”的良性业务

循环，其分红连续性、绝对金额优势及业务协同能力均显著领先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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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独树一帜的稳定高额分红记录，不仅是其卓越盈利与穿越周期能力的明证，

更是其践行“商业生态系统”协同进化理念的关键体现。其将股东回报内化为维

系价值网络、促进多方共生的核心动力，以此夯实根基，驱动着所处商业生态系

统的长期健康与繁荣。 

 

二、科技动能引擎：专利壁垒的价值裂变 

 

在深圳这座专利授权量连续 7 年全国居首的“创新之城”，中国平安的科技基因

正迸发出惊人能量。据 2024 年深圳市知识产权白皮书披露，该市每万人口高价

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110 件，而平安作为金融主业企业，却以累计 55080 项专

利申请成为这座城市创新力的典型注脚。 

 

这种创新并非偶然。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在股东大会上揭示了技术落地的底层

逻辑：“人工智能四大要素——算法、数据、场景、算力，恰是平安的差异化壁

垒。”依托深圳、上海两大算力中心，以及全球金融行业最丰富的服务场景，平

安构建起超 3.2 万亿文本语料体系，使语音、语言、视觉大模型准确率稳居行业

前沿。 

 

当高盛将平安列为金融保险业唯一“非科技领域收入增强型”AI 标的时，资本

市场的目光终于穿透其金融外壳，聚焦于底层跃动的科技基因——这恰是平安

从传统保险公司向“综合金融+医疗养老”科技服务集团跃迁的核心动能。 

 

无专利不足以语科技，此乃科技时代的硬核标尺。平安深谙此道，以专利为创新

航程的压舱石与里程碑。其构筑的庞大专利丛林，非数字堆砌，而是将前沿科技

深植金融、医疗等场景的根系，让技术之光照亮服务盲区，用智慧方案重塑产业

生态。 

 

今年 3 月，国家知识产权出版社发布了《金融科技行业 2024 年专利分析白皮

书》和《医疗健康行业 2024 年专利分析白皮书》（简称“白皮书”）。白皮书显

示，在金融科技领域，中国平安专利数 8582 项，专利占比 2.2%，超过蚂蚁集

团、工商银行、腾讯集团等金融科技巨头，排名全球第一。与此同时，在医疗健



康领域，中国平安以 4176 项专利，领先飞利浦、西门子等一众国际医疗健康科

技企业，排名全球第一。 

 

 
（来源：中国知识产权网） 

 

在金融科技领域，平安不仅凭借强大的创新实力和全面的专利布局，展现出卓越

的竞争力，而且在风险防控、智能客服、保险理赔和数字化经营等核心业务场景

的专利量同样位居全球第一。可以说，在金融科技场景的创新探索中，平安依旧

展现出强劲的先发优势。 

 



 
（来源：中国知识产权网） 

 

白皮书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推动医疗健康行业革新与进步的关键驱动力，

而平安在医疗健康领域的专利申请布局表现抢眼，在人工智能、区块链以及大数

据技术领域专利数量均居于首位，远超第二名专利数。 

 

随着全球金融科技和医疗科技行业进入新阶段，核心技术与业务场景深度融合趋

势愈发明显。而平安全力拓展场景创新，各应用领域的创新大比例涉及人工智能、

区块链、大数据分析以及云计算等前沿数字技术。 

 

截至目前，平安已成功搭建了通用模型、垂域模型、应用模型三层大模型体系，

通过构建行业领先的金融六大库、医疗五大库，建立了全球最大的金融、医疗数

据库之一，为打造“金融顾问”“家庭医生”和“养老管家”的专业能力提供坚

实的技术底座。 

 



平安的专利创新绝非停留在纸面，而是深度融入主营业务链条，产生显著的经济

效益。公告数据显示，目前其 AI 驱动的产品销售超过 2000 亿元，AI 驱动运营

流程重塑，年化成本节约 100 亿；93%的寿险核保在秒级完成，93%的车险线

上 AI 理赔可在 1 小时内赔付；产险智能反欺诈引擎，累计减损超 100 亿。 

 

 
（来源：平安公告） 

 

平安的专利优势背后是体系化的研发支撑。目前，平安拥有科学家团队近 3000

名，拥有科技开发人员近 2 万名，每年科技投入超百亿。这种研发能力使平安能

够持续输出高质量专利。 

 

截至 2024 年末，平安累计获得人工智能国内外竞赛冠军 30 项，专利申请数累

计 5.5 万项，位居国际金融机构前列。与国际科技巨头相比，平安的专利布局与

科技探索更聚焦保险与医疗的交叉创新。这种差异化布局使平安的专利组合兼具

技术深度与商业广度，为其在“科技赋能金融”的长期竞争中奠定基础。 

 

 
（来源：平安 2024年财报） 

 

比专利排名更具启示意义的是平安生态化创新逻辑。有专家所言，平安的扩张不

是“单株树木生长”，而是培育“原始森林”式创新雨林，在金融、医疗、养老



交叉地带持续孵化新物种。当同业仍在科技赋能表层探索时，平安已脚踏万项专

利铺设出一条“专利→场景→生态”的升维之路。 

 

平安的专利创新已经超越企业边界，开始推动行业范式变革。其自主研发 AI 辅

助诊疗系统，搭建领先的远程诊疗平台，目前已覆盖超过 2000 种疾病的诊断知

识，智能推荐准确率达 99%，辅助诊断准确率在 95%以上。 

 

平安通过医疗养老生态圈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沉淀良好口碑，

形成品牌效应。例如，平安健康已搭建包括皮肤科、儿科、中医等九大专科的在

线诊疗平台，患者可以通过图文、语音、视频等方式进行远程问诊，实现 7×24

小时接诊，60 秒快速响应，节省了患者在线下问诊的排队时间。 

 

在“无专利不足以语科技”的时代，平安通过 5.8 万项专利构建的技术生态，不

仅重新定义了保险企业的竞争力标准，更开辟了深度协同融合的新路径。通过培

育“创新雨林”，在金融/医疗/养老交叉带孵化服务新物种，这恰是平安超越一

般科技公司的独特价值。 

 

三、长期护城河：难以复制的“生态系统” 

 

中国平安构建的“综合金融+医疗养老”生态系统，本质上是一个通过深度数据

融合与场景协同形成的价值网络。这一系统的独特性在于其实现了金融属性与服

务属性的有机统一，不同于传统金融机构的单一业务模式或互联网企业的流量变

现逻辑。 

 

从业务架构来看，平安的生态系统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结构：底层是全牌照金融

业务提供资金与客户基础，中层是科技能力构建的数据处理中枢，顶层则是医疗

健康等场景服务形成的差异化触点。 

 

这种业务协调“抗周期网络”的优势在最新的核心经营数据中得到验证。2024

年平安代理人渠道新业务价值同比增长26.5%，人均新业务价值同比暴增43.3%。 

 



今年一季度势头更猛，平安寿险及健康险业务新业务价值达成 128.9 亿元，同比

大增 34.9%，银保渠道新业务价值同比增长 170.8%，社区金融服务渠道新业务

价值同比提升 171.3%，印证业务生态强大的导流能力。 

 

 
（来源：平安公告） 

 

平安的竞争壁垒很大程度上还源于其数据资产的“滚雪球效应”。截至 2024 年，

2.45 亿客户在“金融+医疗”场景中产生全链路行为数据，形成全球最大的金融

医疗数据库之一。 

 

这种多维度的数据积累不仅具有规模优势，更重要的是这种粘性使获客成本持续

降低，形成“数据积累→服务优化→客户留存→新数据输入”的正向循环。 

 

从财务表现来看，平安的生态战略已经形成了可量化的价值创造机制。2024 年，

平安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增 47.8%，寿险营运 ROE 保持 25.7%的高水平。 

 

资本配置效率是另一大亮点。截至 2024 年末，平安的保险资金投资组合规模超

5.73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21.4%。2024 年，平安通过增配长期债券（占比提升

至 61.7%）和优化权益结构，实现了 5.8%的综合投资收益率，超出行业平均 60

个基点。 

 

 
（来源：平安 2024年财报） 

 



近 10 年，平安实现平均净投资收益率 5.0%，平均综合投资收益率 5.1%，超内

含价值长期投资回报假设，投资收益水平位于市场前列。这种配置能力背后是生

态数据提供的独特洞察——例如，医疗健康数据帮助预判老龄化趋势，提前布局

养老产业投资。 

 

中国平安的业务生态系统之所以难以被竞争对手复制，源于多个维度壁垒的叠加

效应。 

 

从时间维度看，平安的医疗生态建设历时 17 年，数据积累跨度超过 15 年；从

资金门槛看，近五年科技投入累计超 1000 亿元，相当于中型险企的全年营收；

从制度层面看，全金融牌照的稀缺性使得新进入者难以在政策层面获得同等展业

条件。 

 

横向对比来看，如友邦保险虽然尝试构建“健康生态圈”，但受限于单一牌照无

法实现业务闭环；工商银行虽有客户规模优势，但缺乏医疗等场景入口；互联网

医疗平台如阿里健康拥有流量优势，却无法触及金融服务的核心利润区。这种结

构性差异使得平安的生态位具有独占性——它既比传统金融机构更懂场景运营，

又比互联网企业更擅长金融变现。 

 

想要复制这种价值创造能力，竞争对手不仅需要巨额资金投入，更需要跨越数据

积累的时间鸿沟和监管许可的制度壁垒。正如波士顿咨询的分析指出：在下沉市

场构建类似的信任资产需要 5-8 年的培育周期，这正是平安的生态系统最坚固

的护城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