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B 2013年1月18日 星期五
编辑／吴彬 校对／李颖 组版／绿箩金融·关注

相关链接

核
心
提
示

□据 新华网

回顾2012年，保险行业增速直线下滑，寿险业更是
经营惨淡。在低迷的投资环境下，将理财视为拼抢阵地
的寿险业遭遇银行、信托等机构夹击，遭遇“滑铁卢”。

专家认为，保障产品匮乏的寿险企业亟须认清产
品的核心价值，扭转“重理财、轻保障”的现状，才能冲
破发展迷雾。

得益于投资市场环境良好，寿
险业近10年来持续繁荣。但2011
年以来，寿险业保费增长低迷，销售
萎缩，整体发展明显放缓。相关数
据显示，2012年，我国人身险保费
收入约 9253 亿元，同比仅增长
3.87％。

保监会主席助理黄洪认为，
当前寿险业发展质量不高、社会
认同度不高等问题，根源在于行业
发展偏离了其应有的使命。目前

不少险企过度重视保险的理财投
资功能，忽视了保障功能。

虽然保险公司是否该做投
资理财型保险产品颇受争议，
但万能险、投连险的开发从未停
止。近期，国华人寿在淘宝平台
推出万能险产品后，3 天销售过
亿元。

近两年，银行、信托、证券等金
融机构都紧盯理财投资领域，导致
理财产品爆炸式增长，保险公司

竞争力明显不足。业内人士说，
理财竞争失利对保险业发展或是
好事，能督促保险公司反思寿险
的核心价值。

“分红险、万能险的收益率甚
至跑不赢CPI，如何和银行等金融
机构竞争？”广东金融学院保险系
教授李勇杰认为，寿险应多考虑
消费者保障需求，将创新的重点
转回大病医疗、意外伤害等业务
上来。

□据 和讯网

近日，中国银监会召开了
2013 年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
会议，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和区域性风险底线是首要任
务，指出要严防信用违约风
险、严控表外业务关联风险、
严管外部风险传染，其中提到
严禁银行误导消费者购买理
财产品。

银监会强调，严格监管理
财产品设计、销售和资金投
向，严禁未经授权销售产品，严
禁销售私募股权基金产品，严
禁误导消费者购买理财产品，
实行固定收益和浮动收益理财
产品分账经营、分类管理。

事实上，今年以来频繁出
现银行员工借银行渠道或平
台私自募集资金或违规销售
不明来源私募产品的案件。
此前，银监会曾下令要求全面
排查银行代销的第三方理财
产品。

专家也督促，对理财产品
设计、销售和资金投向要严格
监管，银行在销售理财产品时
尤其要提示风险。

银监会强调，重点防范民
间融资和非法集资等外部风
险向银行体系传染渗透，禁止
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员工参与
民间融资，禁止银行客户转借
贷款资金。

（www.hexun.com）

“寿险的困境源于投保、售后和
理赔都难令消费者满意，迫切需要
服务创新。”庹国柱所指出的困扰，
正是寿险扭转发展重心的关键。

“提升服务是寿险业走出低谷
的第一步。”丁当表示，“寿险的核心
价值就是解决人生老病死带来的风
险问题，各家公司应围绕这点拼服
务、拼产品。”

“服务繁琐，理赔难”的印象一
直是寿险业的软肋，而这也成为各

家保险公司吸引客户的突破口。
新华保险2012年共推出50项

新的服务，从在线个人保单管理到企
业客服平台搭建，从新保单的开始到
失效终止，渗透每一个环节。平安人
寿则主打“上门理赔”，让消费者“足
不出户”，通过电话等形式预约，在家
里或办公室享受专人服务。

提升服务离不开销售渠道的创
新。目前已有包括中国人保、太保、
平安、中国人寿等在内的超过40家

保险公司试水保险网络销售。据业
内不完全统计，2012年保险行业包
括网销、电销在内的新渠道保费收
入已超700亿元，多家公司网销业
务年复合增速逾100％。

“关键是符合市场需要。”中央
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郝演苏说，
电商销售模式成为大势所趋，对寿
险企业而言，提升服务，才能让保障
型产品更具保障性。

（www.xinhuanet.com）

理财投资受挫督促寿险业开始
找寻“回归保障”之路，而医疗、养老
保障体系建设成为不少保险公司的
发力方向。

“透析纳入大病医保后，我们家
的经济负担大大减轻，我能够真真
切切感受到保险的保障作用。”山西
省太原市患尿毒症长达15年的金
竞荣的切身感受，印证了中国人寿
与太原合作开展城镇职工大病医保
的效果。

不仅是中国人寿一家在谋求转
型，近年来，还有人保健康中标江苏
太仓大病再保险业务，新华人寿、太平
洋寿险积极介入防癌险市场……从
高端医疗到普通重疾、意外险保障，一
系列个人医疗保障计划纷纷面市。

险企转型也获得监管层的支
持，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不仅提出“承
办大病保险服务的公司要将大病医
保列入整体发展规划”，还多次强调
推进税延型养老保险产品开发。

中国平安人寿董事长丁当透
露，他们在产品设计与研发上做足
了功课，税延型养老险试点已经“箭
在弦上”，试点一经确定，马上就能
推出相关产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系教授
庹（ｔｕǒ）国 柱表示，寿险是我国养
老支柱之一，是一块短板。加快税
延型养老险产品开发不仅利于完善
中国养老保障体系，还将为寿险业
开辟新的业绩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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