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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人寿变身“中字头”
◎ 记者 罗葛妹

再见，天安人寿！

6 月 28 日，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消息， 已于近日批复中汇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中汇人寿”）及其 261
家分支机构开业， 并接受北京银保监局

的属地监督管理。 这意味着天安人寿已

正式翻篇，迎来中汇人寿新时代。

记者还注意到， 中汇人寿许可证已

于 6 月 25 日下发。 另外， 在 5 月 31 日

和 6 月 1 日，天安人寿已在申请 97 个和

“中汇 ”“中汇人寿 ”“ZHONGHUI LIFE”

相关的图形或文字商标。

中汇人寿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公司成立后， 将依法承接天安人寿保单

负债、有效资产及全部机构网点，全面履

行保险合同义务， 切实保护保险消费者

合法权益。

“国家队”注资

中汇人寿由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和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共同发起设立， 注册资本金 332 亿元人

民币。

其中，中央汇金出资 265.6 亿元，持

股比例为 80%；中国保险保障基金出资

66.4 亿元，持股比例为 20%。

两家股东来头都不小。 中央汇金是

由国家出资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 根据

国务院授权， 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进行

股权投资。 截至 2022 年底，中央汇金直

接持有 18 家金融机构股权，其中中汇人

寿为中央汇金旗下的第 4 家保险公司，

其他 3 家分别为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

司、中再集团、新华保险。

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同

样为国有独资公司， 依法负责保险保障

基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在维护国家金

融稳定等方面承担重要职责。此前，其曾

在新华人寿、中华联合保险、安邦保险的

接管和处置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截

至 2022 年末，保险保障基金余额（汇算

清缴前）2032.98 亿元。其中，财产保险保

障基金 1244.03 亿元， 占比 61.19%；人

身保险保障基金 788.95 亿元 ， 占比

38.81%。

高管团队就位

同时，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分别

批准任小兵、李源中汇人寿董事长、总经

理的任职资格。

记者注意到， 任小兵和李源均有中

央汇金背景。 任小兵是中央汇金进驻天

安人寿的组长。公开资料显示，任小兵现

年 56 岁，为保险科班出身，拥有南开大

学保险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 及金融学

（保险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结业证

书，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从任小兵的履历来看， 他一直在金

融系统任职， 历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

理司、非银行司、保险司干部，原保监会

中介管理部副处长。而后进入保险机构，

先后任华安财险副总裁、首席核保人、党

委副书记； 并先后在中再集团任执行董

事、副总裁、合规负责人、首席风险官等

职务。 2021 年，任小兵离开中再集团，赴

中国建投（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担任党委副书记、监事长。 而中再集团、

中国建投皆为中央汇金旗下子公司。

去年 7 月 18 日，即天安人寿接管期

结束第二天， 其核心高管人选敲定。 由

新华保险原副总裁李源担任总经理，新

华养老原财务负责人、总精算师马海利

任天安人寿副总经理、总精算师，潘九岩

任天安人寿总经理助理。

公开资料显示， 李源现年 61 岁，是

一位保险“老将”。 其于 2001 年 10 月加

入新华保险， 历任新华保险广东分公司

总经理、 公司区域总监、 总裁助理等职

务；2016 年 11 月起，李源开始担任新华

保险副总裁一职， 直至 2022 年 7 月离

任。 期间，李源于 2020 年 7 月起担任天

安人寿托管组组长。 加入新华保险前，

李源还曾就职于中国人保和中国平安。

对于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方向， 任小

兵指出，公司将坚持深耕寿险主业，打造

健康服务、 养老服务、 财富管理三大平

台， 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客户保险保障

需求，推动公司发展战略稳步落地。

从快速发展到“被接管”

天安人寿前身为恒康天安人寿，成

立于 2000 年，由美国恒康人寿保险公司

和中国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资组

建，各持股 50%。

2009 年，恒康天安的外方股东———

宏利金融退出，将其持有的 50%股份转

让给四家中方股东， 从而恒康天安由中

外合资改制为中资公司， 同时从有限责

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并更名为

天安人寿。

2013 年，天安人寿再次发生股权变

更， 股东分别为领锐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金佳伟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陕西华秦土地复垦整理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腾然实业有限公司和大连桥都实业

有限公司，5 家公司各持股 20%。

更名为天安人寿后， 公司迎来发展

期。 截至 2022 年末，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145 亿元，规模保费超 706 亿元，原保险

保费超 584 亿元， 实现新单价值保费超

64 亿元，服务客户总量超 354 万人。 目

前，已开设上海、河南、山东、河北、青岛、

吉林、四川、江苏、广东 9 家分公司和 1
家北京营业总部， 全系统分支机构累计

262 家。

不过， 公司盈利情况一直不理想。

2010 年至 2019 年期间 ， 天安人寿仅

2015 年和 2016 年实现微盈利， 其余年

份均亏损，2019 年亏损扩大至 70 亿元，

10 年累计亏损超百亿元。

2020 年 7 月，原银保监会正式依法

对包括天安人寿在内的 6 家机构实施接

管。原本接管期限定为一年，但由于接管

工作未达到预期效果， 接管期限依法再

延长一年至 2022 年 7 月。

两年接管期结束之际， 原银保监会

核准李源天安人寿总经理的任职资格。

此后， 又有两名来自新华保险的干将获

批出任天安人寿高管。

再后来，就有了前述一系列动作，天

安人寿从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进入全

新的中汇人寿时代。

对于消费者关心的保单权益是否受

影响问题， 原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早已

给出“定心丸”。接管后，保险公司均正常

经营，各项保险业务照常办理，消费者在

接管前签订的保险合同也继续有效。

根据保险法有关规定， 被接管公司

无论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如何变化，风

险如何化解， 相关保险合同合法权益都

将得到保障。

◎ 记者 王莹

险企补充资本步伐加快。

6月 25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

布批复显示，同意太平财险增加注册资本

10亿元，由 61.7亿元变更为 71.7亿元。

今年以来，已有包括中国人保、太保

产险、国寿财险、国宝人寿、爱心人寿、太

平再保险在内的多家险企相继通过增

资、发债等方式成功“补血”。

业内人士指出， 随着保险业进入转

型深水期， 险企仅仅依靠外源性资本工

具难以从根本上破解资本困局，只有提

升自身的“造血”能力，才是长久发展的

根本之计。

偿付能力逐季下滑

除太平财险外，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近期还先后发布了君龙人寿和泰康

养老 2 家险企的增资获批公告， 增资金

额分别为 6 亿元和 10 亿元。

具体来看， 君龙人寿是第一家总部

设立在福建省的保险公司， 此次增资金

额为 6 亿元。 增资完成后，君龙人寿注

册资本从 15 亿元增至 21 亿元， 公司原

有股东及出资比例保持不变。

而根据泰康养老此前公告， 公司本

次增资金额为 10 亿元，全部由股东泰康

保险集团以货币方式出资， 泰康资产不

参与本次增资，无新增股东，增资后全部

计入泰康养老注册资本。 增资完成后，

泰康养老注册资本由 50 亿元变更为 60
亿元 。 泰康保险集团的持股比例由

98.8%变更为 99.0%，泰康资产的持股比

例由 1.2%变更为 1.0%。

北京排排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杨帆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险企今年密集进行资本补充，一方

面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偿付能力充足率，

另一方面是偿二代二期工程的落地给险

企造成压力， 倒逼险企主动提高风险管

理能力，提升行业风险控制水平。

“自 2022 年偿二代二期工程实施以

来， 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普遍出现

下滑。与此同时，近年来保险行业面临业

务调整，自身盈利能力也有限。随着我国

经济在疫情后逐渐复苏， 保险业仍有较

大的发展潜力。在此背景下，保险公司积

极补充资本， 既是为自身活下去夯实基

础， 也是为即将到来的发展机会做好准

备。 ” 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系教

师杨泽云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2022 年， 偿二代二期工程正式落

地， 主要对保险业审慎监管的三支柱框

架进行了修订与完善。 受其影响， 保险

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出现下滑， 资本

补充诉求愈加强烈。

原银保监会公开数据显示，2022 年

一季度末， 保险业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

足率为 224.2%，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

率为 150%。 而到 2022 年末，这两个数

字已分别降至 196%和 128.4%。

今年一季度末， 纳入国家金融监管

总局偿付能力监管委员会工作会议审议

的 185 家保险公司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

足率为 190.3%，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

率为 125.7%。 与此同时，截至今年一季

度末， 纳入会议审议的 185 家保险公司

中 ，16 家被评为 C 类 ，11 家被评为 D
类，共 27 家险企不符合“风险综合评级

不低于 B 类”的监管要求。

东兴证券研报分析指出， 偿二代二

期工程落地后， 上市险企偿付能力充足

率特别是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降幅较

大，但仍显著高于监管要求。 相较之下，

部分相对激进的中小保险公司在实施新

规后，偿付能力降幅较大。

发债热情升温

除了股东增资外， 保险公司还积极

通过发债的方式补充资本。

中国货币网 6 月 21 日信息显示，中

华联合人寿拟发行 6 亿元资本补充债，

发行期限为 6 月 27 日至 6 月 29 日。 中

华联合人寿在发行公告中称， 本次债券

募集资金将依据适用法律和监管部门的

批准用于补充发行人资本， 提高发行人

偿付能力， 为发行人业务的良性发展创

造条件，支持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在此之前， 中国人保已于 6 月 1 日

发行 120 亿元资本补充债 ， 票面利率

3.29%；中再产险也已于 4 月 27 日发行

40 亿元资本补充债，票面利率 3.45%。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3 月 9 日，太保

产险发行 2023 年资本补充债券 （第一

期）70 亿元，票面利率 3.72%；4 月 3 日，

太保产险发行 2023 年资本补充债券（第

二期）30 亿元，票面利率 3.55%。 至此，

太保产险两期共 100 亿元资本补充债券

全部顺利完成，是 2022 年以来监管机构

批复同意保险公司发行的单笔最大规模

资本补充债券。

不过，杨泽云指出，资本补充债只能

提升保险公司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无法提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而永续

债可以同时提升两者。 “当然，永续债的

发行条件也更加严格， 如永续债余额不

得超过核心资本的 30%”。

2022 年 8 月，央行、原银保监会发

布 《关于保险公司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

债券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保险公司可

通过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又称“永

续债”）补充核心二级资本，进一步拓宽

保险公司资本补充渠道。记者了解到，中

国太平已于上半年发行 20 亿美元 （约

137.7 亿元人民币） 永续次级资本证券，

初始年分派率为 6.40%。

从险企“补血”的具体方式来看，今

年有近八成金额通过发债完成， 股东增

资的比例较去年有明显下降。对此，杨帆

认为， 这是由于老股东的增资能力意愿

不足。对于险企而言，资本补充债券可在

央行的监督管理下， 在银行间债券市场

发行和交易，险企无需付出流动性溢价，

且融资成本较低、流动性较大，同时交易

灵活， 得到了许多专业投资者对其投资

价值的认可，投资者认购更加活跃。

《中国保险业风险评估报告 2022》

指出， 当前社会资本进入保险业的意愿

降低，外部资本供给减少。导致该现象的

主要原因包括： 一是多数中小险企难以

提供长期稳定的资本回报， 导致现有股

东缺乏增资意愿， 对潜在投资人的吸引

力不足； 二是保险监管部门从严监管公

司治理，社会资本更加理性，不再盲目进

入保险业，有意愿、有实力、满足资质要

求的投资人较少； 三是整体经济环境承

压， 部分险企现有股东面临较大经营压

力，增资能力及意愿下降。

“外源性资本工具是融资的重要渠

道，但最终还是需要靠内部‘造血’的方式

来提升偿付能力。 ”中国保险资管协会特

邀研究员卜振兴向《国际金融报》记者分

析，险企首先要增强经营管理能力，提升盈

利水平；其次要控制成本，降低各项开支；

再次要创新业务、拓展客户，做大蛋糕。

险企增资发债忙“补血”

公司成立
后，中汇人寿将
依法承接天安
人寿保单负债、
有效资产及全
部机构网点，全
面履行保险合
同义务，切实保
护保险消费者
合法权益。

分析人士
指出，外源性资
本工具是融资
的重要渠道，但
险企最终还是
需要靠内部“造
血”的方式来提
升偿付能力。

张力 摄

张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