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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财产险行业分析与展望：山重水复疑无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保险行业信用展望总览 

2022 年第四季度以来，全国各地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对生产

活动影响持续减少；一系列房地产行业纾困政策的出台和逐步落

实有望推动房地产及相关行业信用状况恶化区间收窄。惠誉博华

预计，2023 年中国 GDP 增速有望回升至 5%左右，将推动保险行

业复苏增长。如果中国监管层面 2023 年继续推出提振消费的有利

政策，增加居民收入、支持新能源汽车及养老服务等具体措施的

出台将对有助于提振保险需求，推升保险业务收入。 

基于对目前宏观经济和各类保险公司的预期，惠誉博华从保险公

司盈利能力及资本水平等方面进行前瞻性判断，并通过总结财务

状况预期对各类型保险公司的信用状况作出展望。财产险公司改

革成效初现，行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企稳复苏及提振政

策料将推动其盈利能力持续回升，并对资本水平形成良好支撑。

而人身险公司仍处于改革深水区，考虑到宏观不确定性因素逐步

淡化，惠誉博华预计其盈利能力有望止跌企稳，资本水平将保持

相对稳定。 

 

财产险行业进入触底回升阶段，非车业务提振

下 2023 年保费收入有望保持较高增速 

2022 年中国财产险公司迎来保费收入触底回升阶段。在 2021 年

车险综合改革的低基数效应下，2022 年1-10 月，财产险公司实现

保费收入 12,532 亿元，同比增长 9.9%，增速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考虑到年末疫情反复，我们预计 2022 年全年增速将低于前 10 月

水平。 

 

从险种结构来看，车险业务由传统价格竞争逐步走向服务竞争，

各险企通过丰富服务场景及提升服务质量促进业务多元化发展。

2021 年 1-10 月，车险业务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6.2%。因其他非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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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0 月，财产险行业保费收入显著

回升。受益于行业保费增速回暖及险企逐步

退出价格竞争，2022 年行业盈利能力显著改

善。 “偿二代”二期工程实施以来财产险公

司偿付能力仍保持较高水平，增资及发债需

求趋弱。 

展望 2023 年，车险业务或将继续保持小幅增

长，与国家政策高度契合的非车业务仍是行

业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2023 年保费增速有

望维持较高水平。随着产险业务品质持续优

化，盈利能力将保持较好水平。财产险投资

端以高流动性资产为主，预计 2023 年市场利

率小幅上调将加剧以交易为主的债券价格波

动，财产险公司的投资收益或不及 2022 年水

平。财产险行业的偿付能力料将继续保持在

良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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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增速更快，车险业务在财产险行业保费收入中的份额由 2021
年的 59.5%继续收缩至 54.4%。2022 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免征车

购税政策及 5 月出台的减征部分乘用车车购税政策促进新车销量继

续回暖，车险业务亦受到提振。同时，车险业务经营承压迫使险

企加强赔付经验数据积累，提升定价能力，市场竞争更加理性，

车辆平均所缴保费由 2021 年 10 月车险综合改革后的 2,762 元小

幅提升至 2022 年 6 月的 2,784 元，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持续增

长，预计车辆平均所缴保费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车险业务马太效应逐步弱化，中小险企的市场份额有所上升，

2022 年前三季度，人保财险、平安产险和太保财险三家头部险企

的车险业务合并市场份额同比下行 1.5 个百分点至 67.4%，反映了 
“偿二代”二期工程取消规模导向引导下，中小型险企竞争压力

得到了初步缓解。目前车险业务仍然向头部险企高度集中，我们

预计未来市场份额集中度有望进一步缓慢下降。 

 

财产险公司进一步提升对非车业务的市场拓展力度，降低对车险

业务的依赖，2022 年 1-10 月行业非车业务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14.4%。财产险公司的短期健康险产品1业务增速收窄，2022 年 1-
10 月实现同比增长18.4%，占比由 2020 年的 10.6%上升至 12.9%。

城市普惠型医疗保险产品持续优化升级，由爆发增长进入续转阶

段，这类产品以价格优势挤压了其他类型医疗保险份额。银保监

会 5 月下发了《关于部分财险公司短期健康保险业务中存在问题及

相关风险的通报》，要求各财险公司及时排查持续亏损的特定药

品团体医疗产品，进一步加强对财险公司短期健康险业务监管，

对亏损业务的无序增长进一步规范。 

 
1 财产险公司可承做财产险业务及短期意外险和短期健康险，其中财产险

业务包括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工程保险、责任

 

2022年，农业保险继续迎来政策利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2022
年银行业保险业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通知》，提出

增强保险服务乡村振兴功能作用，要求保险机构提升农业保险保

障水平，落实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的主产

省份和县域的全面覆盖，探索发展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推

动种植险业务收入提升。此外，为了促进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银保监会制定了《农业保险承保理赔管理办法》，从承保、理赔、

协办、内控、监督管理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农业保险承保理赔管理，

加强农业保险监管力度。2022年1-10 月，农险业务在政策红利下

同比增长 27.3%，业务占比接近 10%。近年来，种植险和养殖险

的赔付率相对稳定，而费用率呈下行，承保利润率稳步提升，但

自然灾害对部分作物的影响仍需要持续关注。 

责任险方面，新《安全生产法》要求高危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

位必须投保安全责任险，对安全责任险的投保要求已上升到法律

规范层面，成为高危行业领域的强制性商业保险。责任险历来是

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工具，银保监会于 2022 年 7 月下发

了《进一步推动金融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要求保险

机构提升制造业企业风险保障水平，完善科技保险服务，加大知

识产权、科研物资设备和科研成果质量的保障力度，推进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和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补偿机制试点。

2022 年1-10 月，因高赔付率的雇主责任险占比进一步提高，责任

险的赔付率持续高企，责任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速收窄，仍保持

了双位数增速。 

信用保证保险方面，2022 年 2 月，商务部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

司联合印发《关于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 做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

稳外贸的工作通知》，要求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风险保障和融

资增信作用，为外贸企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风险保障，信用保险

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未来我们仍将持续关注俄乌冲突对出口信

用保险的赔付影响。融资性保证保险有效助力中小微企业在疫情

期间的增信需求，在减轻企业现金流压力和促进实体经济平稳运

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非融资性保证保险的交易场景因

疫情需要持续扩展，保证保险保费收入在 2022 年 1-10 月呈现小

幅增长。“偿二代”二期工程对融资性信保业务的资本要求大幅

提升，保险费率相应上升，相关业务承保亏损得到改善，未来我

们仍将关注房地产行业相关主体的信用风险以及中小微企业融资

性保证业务的赔付状况。 

2023 年汽车销量或将保持低个位数增长，而新能源车辆销售持续

走高，惠誉博华预计车险保费收入有望继续保持小幅增长。同时，

非车险业务与多项国家政策高度契合，考虑到“碳中和”和“碳

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船舶保险、货运险、特殊风险保险和农业保

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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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峰”战略、助力实体经济、“乡村振兴”战略、“稳经济”和

“稳增长”等战略持续深化落地，惠誉博华预计，非车业务虽然

竞争逐渐激烈，但在政策红利下仍将是行业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

2023 年中国财产险行业保费收入增速因高基数效应或出现一定回

落。当前中国财产险深度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长期来看，随着

国内人均收入的提升，财产险保费收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行业竞争更加理性，业务品质持续优化，车险

业务及非车险业务全面转亏为盈；高流动性资

产配置使得财产险资产端收益率更加稳定 

2022 年以来财险公司保费收入增速回升，赔付支出得到控制，财

险公司承保盈利能力显著抬升。2022 年上半年，财险公司实现承

保利润 174.3 亿元，大幅高于 2021 年上半年的 26.6 亿元水平。

虽然车险业务保费收入占比保持收窄态势，但其仍然是利润的主

要来源。非车险业务在政策的引导下承保利润创近年新高。预计

2022 年全年，财险公司的盈利水平将有较大改善。 

 

 

车险综合改革已满两个年度，保费充足率收缩的阵痛期基本结束，

险企附加费用率水平得到控制，财产险行业长期盈利能力得到强

化。在利润收窄的压力下，大型险企率先退出价格战，转而着力

提高服务质量以避免同质化竞争，对于亏损的业务主动调整定价

费率，受第三者责任险平均保额上升拉动，车辆所缴平均保费有

所回升。同时，车险业务结构持续优化，新车销量受减免车辆购

置税政策提振，新车业务以其较低的折扣系数推升车险的承保盈

利能力。二季度，疫情封控期间车辆出险率和赔付率明显低于预

期，亦成为推升车险承保盈利的有利因素。2022 年上半年，车险

业务实现承保利润 128.5 亿元，占全部承保利润的 73.7%。 

 

非车业务方面，财产险公司注重提高业务品质，优化产品的定价

策略。2022 年，险企着力对高赔付财产险业务进行治理，将保险

风险前置推动风险减量服务，发挥了防灾减损的作用，企业财产

险实现较高的承保利润率。各险企持续优化风险偏好及风险限额

设定，引入量化模型有效评估预期保险损失，加强风险累计敞口

监控，即使 2022 年自然灾害损失仍然严重、房地产上下游违约风

险高位运行，往年赔付较高的农险和信用保证保险在 2022 年均实

现了大幅减亏。中国监管层及时叫停了赔付率不稳定的特定药品

团体医疗产品，行业健康险的赔付率趋于稳定，承保亏损持续收

窄。2022 年上半年，非车险业务实现承保利润 45.8 亿元，综合成

本率显著优化。 

 

财产险公司的承保利润主要受保费收入、赔付支出、费用支出和

准备金共同影响。在费用支出和准备金较为稳定的前提下，承保

利润的变化主要受保费收入及赔付支出影响。2014-2021 年，财

产险行业的承保利润和简单赔付率（保费收入/赔付支出）变化方

向相反，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性。基于惠誉博华对 2023 年保费收

入增速和赔付情况变化情况的预期，我们设定了 3 类情景对财产险

行业承保利润进行了敏感性测试。具体情景设计请见附录。 

2023 年财产险行业保费收入有望稳步增长，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但考虑到疫情管制放开，未来将不会有大面积封控，赔付水平或

将保持稳定，惠誉博华预计 2023 年财产险行业继续保持承保盈利。

根据财产险行业承保利润敏感性分析结果，在中性预期（情景 2）
下，预计 2023 年财产险实现承保利润 140.2 亿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保险资金运用余额 248,153.1 亿元，同比增

长 10.6%，其中，财产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 18,928.4 亿元，同比

增长 8.1%。因财产险业务以一年以内的短期业务为主，财产险公

司的资产久期明显短于人身险公司。财产险赔付具有频次高、金

额低的长尾特性，因此资金配置对流动性要求更高，银行存款和

利率债等高流动性资产占比较高。2022 年 9 月末，财产险公司的

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和长期股权投资占比同比小幅提升，银行存

款、股票及其他金融投资配置则同比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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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险公司集中配置于低风险高流动性资产，在权益市场震荡下

行期间仍能保证较为稳定的投资收益率，2022 年前三季度，财产

险公司资金运用年化财务收益率 3.57%，高于同期人身险公司的水

平。展望 2023 年，经济复苏周期中，市场利率或将小幅上调，加

剧以交易为主的债券价格波动，财产险公司投资收益或不及 2022
年水平。 

 “偿二代”二期工程实施后财产险公司的偿

付能力仍处于高位，发债及增资需求趋弱 

保险公司“偿二代”二期工程已于 2022 年一季度正式实施，财产

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及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均有小幅削弱。2022
年二季度，财产险行业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同比下行 54.3 个

百分点至 203.7%，远高于监管要求的 50%红线及人身险公司的平

均水平。 

 

二期工程对产险公司影响主要来源于最低资本的调整，基于加强

风险导向、取消超额累退的规模因子以及强化政策导向对各类风

险的基础因子进行了调整，大型险企的偿付能力在二期工程实施

后将下降更加明显，头部险企主动放慢车险业务承保增速，并进

一步筛选优质业务提升服务质量，综合成本率进一步优化，头部

险企与中小型险企的承保盈利差距仍然悬殊。二期工程的实施加

强各财产险公司风险业务的资本要求，在开展这类业务时更加审

慎。整体来看，财产险公司的资本充足性较高，多数中小型险企

仍有较大的业务发展空间。 

根据银保监会披露的变更注册资本批复，2022 年保险公司增资

271.3 亿元，其中财产险公司 82.6 亿元。自 2015 年监管机构允许

保险公司发行资本补充债券以来，资本补充债券逐渐成为保险公

司补充附属资本的重要途径。2022 年，财产公司发行资本补充债

券 35.5 亿元，发债主体主要为业务发展迅速的非头部险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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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承保利润敏感性分析说明 

本次承保利润测算，首先是基于惠誉博华对于 2023 年保费收入和赔付支出的三种情景预测，推算出简单赔付率，再通过简单赔付率与承

保盈利情况的拟合测算预期承保利润。2014 年以来，财产险行业的承保盈利状况与简单赔付率呈现明显的负相关。 

情景 1：保费增速为 5%，“赔付支出/保费收入”同比上升 4 个百分点。 

情景 2：保费增速为 7%，“赔付支出/保费收入”同比上升 2 个百分点。 

情景 3：保费增速为 9%，“赔付支出/保费收入”与 2022 年保持一致。 

 

财产险承保利润敏感性分析假设与结果 

 情景 1 情景 2 情景 3 

保费收入增速（%） 10 8 6 

赔付支出/保费收入（%） 52.6 50.6 48.6 

承保利润（亿元） 73.5 140.2 206.8 
数据来源：惠誉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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