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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l 本资料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财险”或“公司”)准备，未经过独立审核。

除历史事实陈述外，本材料中包含了一些前瞻性陈述。该等陈述通常涉及一些已知和未知的风险

与不明朗因素，而这些因素大部分不受公司控制。公司不保证本资料所含信息的准确性、公正性

和完整性，亦没有义务在将来对本资料中任何前瞻性陈述进行更新或修改。

l 如无特别标注，本资料采用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数据进行分析。

l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分部经营成果，公司将再保业务对应的保险服务收入、保险服务费用及其他损

益科目分摊至各险种，模拟测算了各险种的经营业绩净额。

l 自2023年1月1日起，公司执行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本资料投资收益数据为执行

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后的结果。根据准则规定，公司选择不对2022年数据进行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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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期业绩概览



业绩概览

      上半年，公司积极贯彻落实中央政策部署，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卓越战略为指引，深刻把握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人保
坐标”，围绕“八项战略服务”深入开展产品服务创新，践行“保险+风险减量服务+科技”新商业模式，赋能高质量发展，
持续强化风险管控体系建设，谱写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人保篇章”。

业 务 规 模
快 速 增 长

3009.30亿元

+8.8%

承 保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94.69亿元

+7.0%

承保利润

总 投 资 收 益
稳 步 增 长

151.46亿元

+3.7%

总投资收益

整 体 盈 利
持 续 增 长

202.56亿元

+5.4%

净利润

R O E
保 持 稳 定

9.0%

ROE
（未年化）

偿 付 能 力
保 持 充 足

221.6%
综合

偿付能力充足率

5

193.5%
核心

偿付能力充足率

注：
（1）原保险保费收入按照保险合同会计准则修订前的规则进行统计。
（2）偿付能力充足率按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Ⅱ）》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银保监会）相关通知要求计算。
（3）八项战略服务为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服务乡村振兴、服务科技自立自强、服务增进民生福祉、服务绿色发展、服务安全发展、服务区域
发展、服务“一带一路”。

原保险保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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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上半年主要工作



u 首席承保阿根廷圣克鲁斯河水电站、孟加拉巴瑞萨燃煤电
站等大型项目，承保“一带一路”项目218个，提供风险
保障1.1万亿元，有力服务“双循环”。

服务“一带一路”

加大产品服务模式创新，高质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7

u 面向农村的保险解决方案“乡村保”提档升级，农险为
4,849万户次农户提供1.4万亿元农业风险保障；扎实开
展农业保险创新实践探索，积极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工
程质量潜在缺陷责任保险、种业保险等创新型农险落地
扩面；“农业保险助力大豆产能提升模式”入选农业农
村部金融支农十大创新模式。

服务乡村振兴

u 初步建立全产业链车规级芯片保险专属产品体系，开发知
识产权保险新条款，积极发展海上风电保险等业务。半导
体保险业务提供风险保障1.4万亿元；专精特新企业综合保
险在32家省级分公司落地，覆盖国家级和省级专精特新企
业101家。

服务科技自立自强

u “城市保”项目在16个城市落地，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为
16.5万家企业提供风险保障3.6万亿元，巨灾保险为超2.4
亿人次提供风险保障约2.5万亿元，积极发展网络安全保
险，推动建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引入保险机制的新模式。

服务安全发展

u 完善“双碳”保险产品体系，推动碳抵消、碳配额、碳资产
损失保险等创新产品落地，“双碳”保险产品提供风险保障
6.6万亿元。积极开拓新能源车保险市场蓝海，新能源车承保
数量同比增长54.4%。

服务绿色发展

u 承办社保项目1,273个，覆盖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282个地市，服务7.8亿人次，承担风险保障77.9万亿元；
累计开展商业性“惠民保”项目320个，覆盖29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承保人数累计突破1亿人次。

服务增进民生福祉

u 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服务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和雄
安新区建设，承保无人驾驶汽车、智慧泊车、生态治理、
城市计算中心等多个标志性创新项目。

服务区域发展

u 积极推进“行业+产业“保险解决方案战略项目，为客户
量身定制风险解决方案，为相关产业提供风险保障20.4
万亿元；累计承保产业园区企业客户12.1万家；帮助2.4
万家/次中小微实体企业、个体工商户获得贷款或融资金
额97.3亿元。

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八项战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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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个人客户数量达1.2亿人，         
较年初增长1.8%

u团体客户数量达402.9万个，     
较年初增长4.6%

客户数量稳步增长

以客户为中心持续提升服务能力

u家自车客户线上化率96.3%，        
同比提升1.6ppts

u分散型非车险客户线上化率88.1%，
同比提升5.3ppts

线上服务水平持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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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防汛救灾

主动融入政府大灾应急工作体系

切实提升理赔效能

u通过警保联动实时监控灾害情况，及时救援查勘
u积极参与政府抢险救援和灾后重建

受“杜苏芮”台风影响的
受灾地区总估损金额

u运用水浸物联网平台、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新技术
u创新推广“车扫扫”手机APP，引导客户及时移车

38.6亿元

扣除再保后
预估净损失

27.4亿元

全面推进防灾减损

u通过“万象云”数字平台，实现推送气象预警信息
u向车险客户推送风险提示904万条
u对1.3万处内涝风险点和1.4万户非车险客户开展风险排查
u协助村民做好农田排灌设施排查整改和防灾抢收

车险赔付
比例已达到

注：
1.本页数据为截至8月28日关于“杜苏芮”台风相关情况。本次灾害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结果等方面的影响正在持续评估中。
2.赔付比例=已赔付金额（含预付）/总估损金额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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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保险业务经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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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实现快速增长，继续保持市场主导地位

205,189
224,368

2022H1 2023H1

（人民币百万元）

34.3%
市场份额  

2023H1

市场份额基本保持稳定保险服务收入同比增长9.3%

 注：“市场份额”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公布的中国保险行业数据计算。自2021年6月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原银保监会）公布的财产保险公司汇总数据暂不包含保险行业处于风险处置阶段的部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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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26.9%

2022H1 2023H1

综合成本率同比上升0.1ppts

承保盈利同比增长，综合成本率优于行业

95.7% 95.8%

2022H1 2023H1

承保利润同比增长7.0%

8,847 9,469 

2022H1 2023H1

综合费用率同比持平

68.8% 68.9%

2022H1 2023H1

综合赔付率同比上升0.1ppts
（人民币百万元）

注：（1）综合赔付率=【当期发生的赔款及理赔费用+已发生赔款负债相关履约现金流量变动+（亏损部分的确认及转回-亏损部分的分摊）+分出再保险合同保险净损益+（承保财务损益-分出再保险财务损益）】÷保险服务收入
       （2）综合费用率=（获取费用摊销 + 维持费用）÷保险服务收入
       （3）综合成本率=【保险服务费用+分出再保险合同保险净损益+（承保财务损益-分出再保险财务损益）】÷保险服务收入；或综合成本率=综合赔付率+综合费用率



车险实现稳步增长，综合成本率持续优于行业

车险保险服务收入

131,114 137,907 

2022H1 2023H1

同比增长5.2%
（人民币百万元）

车险综合成本率

26.0% 27.0%

69.8% 69.7%

2022H1 2023H1
综合费用率 综合赔付率

95.8% 96.7%

同比上升0.9ppt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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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 76.9%

2022H1 2023H1

汽车险续保率同比提升2.0ppts

业务结构持续优化，家自车业务发展优于行业

73.0% 75.0%

2022H1 2023H1

家自车承保数量同比增长6.7%

2022H1 2023H1

家自车续保率同比提升1.4ppts

2022H1 2023H1

家自车新车承保数量同比增长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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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 94.4%

2022H1 2023H1

非车险保持快速增长，综合成本率同比改善

非车险保险服务收入

74,075 

86,461 

2022H1 2023H1

同比增长16.7%
（人民币百万元）

非车险综合成本率
同比下降1.0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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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14.2%

73.7% 76.8%

2022H1 2023H1

综合费用率 综合赔付率

农险

农险保险服务收入

20,494 

25,043

2022H1 2023H1

同比增长22.2%
（人民币百万元）

农险综合成本率

同比上升1.5ppts

89.5% 91.0%



40.4% 34.5%

61.1% 64.0%

2022H1 2023H1
综合费用率 综合赔付率

17

意外健康险

意外健康险保险服务收入

17,166 

23,019 

2022H1 2023H1

同比增长34.1%
（人民币百万元）

意外健康险综合成本率
同比下降3.0ppts

101.5% 98.5%



32.1% 31.8%

72.7% 71.0%

2022H1 2023H1

综合费用率 综合赔付率
18

责任险

责任险保险服务收入

15,947 
16,922 

2022H1 2023H1

同比增长6.1%
（人民币百万元）

责任险综合成本率
同比下降2.0ppts

104.8%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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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财险

企财险保险服务收入

8,077 8,337 

2022H1 2023H1

同比增长3.2%
（人民币百万元）

企财险综合成本率

同比下降4.9ppts

28.7% 27.6%

68.2% 64.4%

2022H1 2023H1

综合费用率 综合赔付率

96.9%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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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 30.1%

55.2% 54.0%

2022H1 2023H1

综合费用率 综合赔付率

其他险

其他险保险服务收入

12,391 
13,140 

2022H1 2023H1

同比增长6.0%
（人民币百万元）

其他险综合成本率

同比上升0.4ppts

83.7% 84.1%

注：其他险包括信用保证险、货物运输险、家庭财产险、特殊风险保险、船舶险和工程险。



41.2% 42.2%

2022.12.31 2023.6.30

未决赔款准备金净额 未决赔款准备金提取比例

（人民币百万元）

注: 
（1）未决赔款准备金净额及未决赔款准备金提取比例为旧准则审阅后国内口径。
（2）未决赔款准备金提取比例=期末未决赔款准备金净额/最近12个月已赚净保费。

未决赔款准备金提取充足合理，抵御风险能力增强

较年初增长6.7% 较年初上升1.0ppt

175,140 
186,823 

2022.12.31 2023.6.3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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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保险资金投资分析



较年初增长3.6%

23

固定收益类投资
59.2%

权益类投资 
25.3%

联营公司及合营
公司投资
1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3.2%

其他投资 2.3%

2023.6.30

投资资产规模稳步增长，投资组合保持稳健

总投资资产 投资资产组合保持稳健

576,019 596,846 

2023.1.1 2023.6.30

（人民币百万元）

注：“其他投资”包括投资物业、存出资本保证金等。



2023H1 2022H1

总投资收益率
（未年化） 2.6% 2.7%

(33)

3,469 

5,817 

5,893 

2022H1 2023H1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的利息收入
其他投资收益
应占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损益
投资资产减值损失
按照修订前的金融工具准则确认的总投资收益

15,14614,608

总投资收益稳步增长

总投资收益
（人民币百万元）

总投资收益率

24

注：2022年上半年总投资收益、总投资收益率为按照修订前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确认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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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下半年主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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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主要举措

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推广“行业+产业”保
险解决方案，创新开发
涵盖财产保险、责任保
险、保证保险在内的综
合性保险服务，为产业
转型升级保驾护航；积
极发展产品责任险、产
品质量保险等产品保障
类险种，支持解决产品
质量纠纷，保护消费者
权益。

01

服务乡村振兴，助力农
业强国建设
深化乡村振兴体制机制
创新，支持产业、人才、
文化、生态、组织“五
个振兴”和农业农村现
代化建设，加强顶层设
计，创新升级服务乡村
振兴产品供给，持续推
动农业保险“提标、扩
面、增品”，大力发展
设施农业保险、乡村治
理类保险等，推进农业
保险高质量发展。

02

服务科技自立自强，助
力科技强国建设
持续扩大科技保险产品
供给，优化推广“三首”
保险，加大对集成电路、
工业母机、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医疗装备等
关键领域支持力度，深
度融入“科技-产业-金
融”良性循环。

03

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助
力健康中国建设
服务多层次医疗保障体
系建设，持续巩固在大
病保险领域服务优势，
积极参与长期护理保险、
医疗救助保险，推动门
诊慢特病、政策性“惠
民保”业务等快速发展。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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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主要举措（续）

05 06 090807

服务现代化产业体
系建设，助力实体
经济发展。
推广“行业+产业”
保险解决方案，创
新开发涵盖财产保
险、责任保险、保
证保险在内的综合
性保险服务，为产
业转型升级保驾护
航；积极发展产品
责任险、产品质量
保险等产品保障类
险种，支持解决产
品质量纠纷，保护
消费者权益。

服务绿色发展，助
力美丽中国建设   
服务“双碳”战略，创
新推广碳汇保险、光伏
保险、海上风电保险，
助力减碳降碳。服务新
型能源体系建设，战略
性发展新能源车保险业
务。

服务安全发展，助力
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
建设
积极发展巨灾保险，推动
巨灾保险覆盖洪水、地震、
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深
化巨灾保险与商业保险结
合，提升灾害防御能力；
服务公共安全和社会治理，
推动责任险在校园安全、
医疗安全、纠纷化解等领
域发挥积极作用。

服务区域发展，助
力国内大循环内生
动力增强
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区
域战略，推动“澳车北
上”等效先认政策优先
落地，搭建首个航运保
险交易平台，大力发展
粤港澳跨境车险、跨境
医疗保险等跨境保险产
品，支持粤港澳互联互
通；积极服务雄安新区
建设、京津冀区域一体
化，建立三地一体化车
险电子保单和交通事故
快处快赔机制。

服务”一带一路“，
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构建“一带一路”建设
高质量保险支持体系，
积极承保“一带一路”
项目，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积极推广海外工
程险、海外财产险等海
外保险产品，保护我国
企业海外利益；创新发
展跨境电商保险、海外
仓保险等，支持外贸新
业态新模式发展。

持续优化资产结构，
保持组合的健康发
展
资本资产方面，预计债
券收益率维持较低位置，
优质固收产品供不应求，
股票市场宽幅震荡。面
对上述资本市场环境，
公司将在控制整体权益
类资产占比的前提下，
通过波段操作积极把握
结构性机会；优选股权
项目，推动产业投资布
局；坚持信用风险不下
沉，债券维持中性久期
策略，择优配置金融产
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