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條的披露義務而作出13.10B第
本公告乃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僅供參閱，茲載列該公告如下

。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並明確表示，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對其，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海外監管公告

）1339（股份代號：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王廷科
董事長

中國北京，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廷科先生、趙鵬先生、李祝用先生及肖建友先生，非
執行董事為王清劍先生、苗福生先生、王少群先生、喻強先生及宋洪軍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邵善波先生、高永文先生、崔歷女士、徐麗娜女士及王鵬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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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4年 3月 26日审议通过了本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会议应出席董事 14名，现场出席 13名，委托出席 1名。高永文董事委托邵善波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4.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 2024年 3月 26日董事会通过的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按已发行股份 44,223,990,583股计算，拟

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每 10股人民币 1.56元（含税），共计约人民币 68.99亿元。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尚待股

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人保 601319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 133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曾上游 曾上游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88号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88号

电话 (8610) 6900 9192 (8610) 6900 9192 

电子信箱 ir_group@picc.com.cn ir_group@picc.com.cn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本公司为新中国第一家全国性保险公司，成立于 1949年 10月，目前已成长为国内领先的大型综合性保险

金融集团，于 2012年 12月在香港联交所上市（H股股票代码：1339），2018年 11月在上交所上市（A股股票

代码：601319）。本公司在 2023年《财富》杂志刊发的世界 500强中排名第 12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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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通过人保财险（于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代码：2328，本公司持有约 68.98%的股权）在中国境内经

营财产险业务，通过人保香港（本公司持有约 89.36%的股权）在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经营财产险业务；分别通

过人保寿险（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80.00%的股权）和人保健康（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约 95.45%的股权）经

营寿险和健康险业务；通过人保资产（本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对大部分保险资金进行集中化和专业化运用管

理，通过人保养老（本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开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业务，以人保投控（本公司持有 100%

的股权）作为专业化的不动产和养老产业管理平台，以人保资本（本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作为聚焦债权、股

权、基础设施和私募股权基金等另类投资领域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通过人保再保（本公司直接及间接持有 100%

的股权）开展集团内外专业再保险业务；通过人保科技（本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和人保金服（本公司直接及

间接持有 100%的股权）统筹集团信息化建设，为集团各公司提供更优的架构管理、基础设施、应用研发、数据

赋能、智能技术、共享运营和创新孵化等科技服务，赋能集团数字化发展。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3年 2022年 增减（%） 2021年

营业总收入 553,097 529,633 4.4 597,691 

保险服务收入 503,900 468,802 7.5 不适用

营业总支出 518,804 487,220 6.5 561,863 

保险服务费用 473,436 433,368 9.2 不适用

营业利润 34,293 42,413 (19.1) 35,828 

利润总额 34,430 42,662 (19.3) 35,893 

净利润 31,466 35,430 (11.2) 30,60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773 25,369 (10.2) 21,63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损益

的净利润
22,752 25,102 (9.4) 21,4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549 71,121 (0.8) 72,7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0.57 (10.2) 0.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 0.57 (10.5) 0.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0.51 0.57 (9.4) 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6 11.6 下降 2.0个百分点 1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9.6 11.5 下降 1.9个百分点 10.2 

注：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增减百分比按照四舍五入前数据计算得出。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3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增减（%） 2021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1,557,159  1,416,975   9.9 1,376,402 

总负债 1,225,490  1,113,971   10.0 1,079,69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 242,355  222,851  8.8 21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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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股本  44,224   44,224   -  44,224  

每股净资产(元/股)  5.5   5.0  8.8 4.96 

注：每股净资产增减百分比按照四舍五入前数据计算得出。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37,769 142,897 137,998 134,433   

保险服务收入 117,155 129,729 133,670 123,346 

利息收入
注

7,199 7,390 7,335 7,4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213 18,708 3,868  6,760 

注：此项目来自合并利润表中“利息收入”科目。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其他财务及业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指标
2023年 12月 31日

/2023年

2022年 12月 31日

/2022年

集团合并

保险合同负债 980,730 883,055 

其中：已发生赔款负债 224,764 221,039 

未到期责任负债 755,966 662,016 

分出再保险合同资产 39,259 37,329 

分出保费的分摊 35,000 36,385 

摊回保险服务费用 (29,039) (30,073) 

承保财务损失 27,651 35,351 

分出再保险财务损益 (1,251) (1,317) 

投资资产 1,433,131 1,286,378 

总投资收益率（%） 3.3 4.6 

资产负债率
(1)
（%）  78.7  78.6 

人保财险

市场份额
(2)

32.5 32.7 

保险服务收入  457,203  424,355 

保险服务费用  431,991  395,966 

综合成本率
(3)
（%） 97.6 96.7 

综合赔付率
(4)
（%） 70.4 69.5 

人保寿险
市场份额

(2)
2.8 2.9 

保险服务收入 18,204 2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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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资产负债率为总负债对总资产的比率。

（2）市场份额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中国（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原保

险保费收入（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5 号—原保险合同》（财会〔2006〕3 号）及《保险合同相关会

计处理规定》（财会〔2009〕15号）编制，下同），自行统计和计算，分别为人保财险占所有财产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以及人保寿

险、人保健康占所有人身险公司的市场份额。从 2021年 6月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

的财产险公司和人身险公司汇总数据口径暂不包含保险行业处于风险处置阶段的部分机构。

（3）综合成本率=[保险服务费用+（分出保费的分摊-摊回保险服务费用）+（承保财务损失-分出再保险财务收益）+提取保费

准备金]/保险服务收入。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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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摊至未到

期责任负债的亏损部分）+（分出保费的分摊-摊回保险服务费用）+（承保财务损失-分出再保险财务损益）+提取保费准备金]/

保险服务收入。

（5）2022年新业务价值和内含价值数据为根据 2023年投资收益率和风险贴现率等假设重新计算的结果。

（6）退保率=当期退保金/（期初长期险责任准备金余额+当期长期险原保险保费收入）×100% 

 

 

 

 

 

 

 

 

 

保险服务费用 16,859 18,669 

签发保险合同的合同服务

边际
75,633 70,989 

当期初始确认签发的保险

合同的合同服务边际
9,237 5,811 

新业务价值
（5）

3,664 2,160 

内含价值
（5）

101,470 99,525 

退保率
（6）
（%） 5.1 6.5 

人保健康

市场份额
(2)

1.3 1.3 

保险服务收入 25,619 21,481 

保险服务费用 23,109 16,048 

签发保险合同的合同服务

边际
16,979 15,244 

当期初始确认签发的保险

合同的合同服务边际
6,361 2,792 

新业务价值
（5）

2,826 999 

内含价值
（5）

22,495 17,877 

退保率
（6）
（%） 1.0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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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减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

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财政部 - 26,906,570,608 60.84 - 无 - 国家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
610,100 8,702,753,475 19.68 - 无 - 境外法人

社保基金会 - 5,605,582,779 12.68 - 无 - 国家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4,443,000 309,453,941 0.70 - 无 - 境外法人

孔凤全 16,001,963 50,957,185 0.12 - 无 - 境内自然人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

保基金 16051组合
30,967,600 30,967,600 0.07 - 无 - 其他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

正富邦中证保险主题指数型

证券投资基金

-13,740,900 26,272,476 0.06 - 无 -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沪深 3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879,200 23,733,200 0.05 - 无 -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沪深 300增强证券投

资基金

10,110,841 19,941,941 0.05 - 无 - 其他

邱家俊 2,533,300 18,650,300 0.04 - 无 - 境内自然人

注：

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代香港各股票行客户及其他香港中央结算系统参与者持有。因香港联交所有关规

则并不要求上述人士申报所持股份是否有质押及冻结情况，因此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无法统计或提供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2.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名下股票为沪股通的股东所持股份。

单位：股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财政部 26,906,570,608 A股 26,906,570,608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8,702,753,475 H股 8,702,753,475 

社保基金会 5,605,582,779 A股 5,605,582,77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09,453,941 A股 309,453,941 

孔凤全 50,957,185 A股 50,957,185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16051组合 30,967,600 A股 30,96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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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富邦中证保险主题指数型

证券投资基金
26,272,476 A股 26,272,47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3,733,200 A股 23,733,2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沪深 300增强证券投资

基金
19,941,941 A股 19,941,941 

邱家俊 18,650,300 A股 18,650,300 

前十名股东中回购专户情况说明 不适用

上述股东委托表决权、受托表决权、放弃表决权的说明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初普通账户、

信用账户持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

且尚未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

信用账户持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

且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比例（%） 数量合计 比例（%） 数量合计 比例（%） 数量合计 比例（%）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

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12,854,000 0.03 232,800 0.0005 23,733,200 0.05 183,000 0.0004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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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董事长致辞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人保集团务实推进卓越战略优化实施的一年。本集团

积极应对复杂发展环境，更加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全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成绩。

2023年业绩 

2023年，本集团实现保险服务收入 5,039.00亿元，同比增长 7.5%；实现净利润 314.66亿元；总资产 1.56

万亿元，同比增长 9.9%。

 

财产险方面，人保财险积极应对大灾影响，巩固车险传统优势，实现保险服务收入 4,572.03亿元，同比增

长 7.7%；全年综合成本率 97.6%；净利润 252.29亿元。人保再保发挥集团专业再保险平台作用，第三方市场和

人身险业务占比逐步提升。人保香港积极拓展国际业务，业务结构持续优化。

 

人身险方面，人保寿险持续优化业务结构，扎实推进队伍建设，新单期缴增速显著领先主要同业平均水平，

原保险保费收入再上千亿元平台，达到 1,006.34 亿元，同比增长 8.6%。人保健康发展成效显著，社保、互联

网、银保三条产品线迈上百亿台阶，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452.08亿元，同比增长 10.2%。

 

投资方面，集团实现总投资收益率 3.3%；积极发展第三方资产管理业务，管理资产规模 1.07 万亿元，较

年初增长 36.3%；投资板块子公司全部实现盈利，其中人保资产净利润 4.98亿元，人保养老净利润 1.50亿元，

人保投控净利润 0.59亿元，人保资本净利润 1.29亿元。

 

科技方面，持续推进科技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成立数字化发展委员会，人保科技加快推进集团数据中心

建设，北数据中心一期投产使用，扎实推进技术平台和业务系统建设，强化信息安全保障。

2023年工作成效 

2023年，人保集团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务实推进卓越战略优化实施，着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发展质量持续提升，战略服务扩面提质，创新驱动成效显现，风险防范有力有效。

 

发展战略优化完善。人保集团牢牢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八个坚持”，推动卓越战略优化完善，确

定建设“聚焦主业、追求卓越、创新领先、治理现代”全球卓越保险集团的战略愿景；致力打造以财产险业务

为核心主业、人身险和再保险业务协同发展，以投资管理业务为战略支撑的发展格局；实施强化党的领导、强

化战略服务、强化改革创新、强化风险防范、强化科技赋能、强化人才队伍“六大行动举措”。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业务发展稳中有进，保费收入增速显著快于主要保险集团平均水平，人保财险成为

我国财险业首家年保费突破 5,000亿的公司；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人保财险大力发展服务国家战略和人民美好

生活的创新险种，人保寿险新业务价值增速在主要同业中保持领先；质量效益稳中向好，积极应对灾害赔付增

加、资本市场波动等不利因素，盈利表现在主要保险集团中处于较高水平，股价表现连续三年超越同业。

 

服务国家战略提质增效。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制定实施集团八项战略服务行动方案，更好发挥保

险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2023年，集团共承担风险保障金额 3,546万亿元，同比增长 85.7%，位居行

业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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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模式持续优化。实施“保险+服务+科技”商业模式，人保财险实施风险减量服务工程，落实无风勘不

核保，完善“万象云”数字风控平台，提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事故预防技术服务。制定实施集团加快推进

大健康大养老生态建设工作方案，人保寿险搭建“暖心岁悦”康养体系，人保健康推进大健康服务体系建设。

加快数字化发展，推进科技板块职能架构优化，制定实施西部数据中心建设规划，北数据中心一期投产使用，

科技赋能主业、服务一线能力不断增强。

 

创新驱动成效显现。推进产品创新，持续优化集团保险产品创新大赛机制，加快优秀成果创新推广，全年

共研发新产品 1,077 款。推进管理模式创新，全方位推动管理升级，扎实开展集团品牌价值管理，在 Brand 

Finance 榜单中，集团品牌价值增速连续三年位居国内保险集团首位。推进服务创新，优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机

制，加强消保职能和人员配置，建立覆盖全业务流程的消保工作机制，集团在监管消保评价中位于行业前列。

 

风险防范化解有力有效。推动全面风险管理行动方案升级实施，优化风险合规委员会运行机制；提升风险

防控主动性，更新基层内控框架模型，推进案防体系建设，完成智能风控平台建设；系统内固定收益投资基本

没有发生重大信用风险损失；有力处置重点风险。

机遇与挑战 

2024年我国稳增长、增活力的政策加快实施，将有力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为保险业创造有利的

宏观环境。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将促进科技保险和相关投融资业务发展；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和

优化消费环境，将助力新能源车险和责任险等相关险种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将进一步促进农

业保险升级扩面；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将为绿色保险和绿色投资发展带来战略机遇期；保障和改善

民生，将为商业医疗保险、健康管理服务、商业养老保险、长护险以及面向新市民、灵活就业人群的普惠保险

发展增添动力。同时，当前全球政经格局加速演变，大灾损失呈现上升趋势，国内资本市场波动加剧，利率中

枢下行，将对保险业经营发展带来深刻挑战。人保集团将进一步增强发展信心，把握发展机遇，围绕做好金融

五篇大文章，深化商业模式创新，积极推进集团卓越战略实施和高质量发展。

2024年发展展望 

2024年是集团卓越战略优化实施的关键一年。本集团将增强发展信心，坚持稳中求进，优化实施卓越战略，

稳增长、优结构、转方式、提质效、促改革、防风险，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迈上

新台阶，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以优异成绩回报全体股东、回报员工、回报社会。

 

着力聚焦主业和做优做强。稳增长，立足于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致力发挥保险的逆周期调节作

用，担当起金融央企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作用，保持合理的保费增速。提质效，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通过

转方式、降成本、优产品等途径，争取超越行业的盈利水平。强创新，践行“保险+服务+科技”新商业模式，

真正在财产险风险减量服务和人身险养老健康服务方面，做出特色，引领行业。

 

着力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聚焦难点堵点，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保险服务。聚焦“双

碳”目标，同步推动绿色保险与绿色投资。聚焦薄弱环节，重点加强新市民、“三农”、中小微企业保险服务。

聚焦现实需求，尽快补上康养产业服务和生态建设的短板。聚焦效能和安全，加快推进数字化建设，提升系统

数字化、智能化运营水平和客户服务能力。

 

着力抓好重点保险业务发展。在科技保险、农业保险、养老保险、健康保险、绿色保险、再保险、巨灾保

险等方面，优化产品供给，争取政策支持，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有力有效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

能，拓展业务发展空间。

 

着力做深做实八项战略服务。强化目标牵引，深耕风险管理能力，提高专业性，探索可推广复制的新产品、

新服务、新模式，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中定位发力。

 

着力做好风险防控化解工作。强化系统思维、全局思维、底线思维，带头弘扬和践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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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适应强监管环境，完善风险合规体制机制，抓严抓实基层合规治理，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和系统性风

险的底线。

2.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2.1公司业务概要 

2023年，中国人保面对复杂严峻的发展环境，务实推进卓越战略实施，做实做优各项改革发展举措，发展

质量持续提升，战略服务扩面提质，创新驱动成效显现，风险防范有力有效，取得了稳中向好的发展成绩。行

业“头雁”作用凸显，2023年集团赔付金额 4,092亿元，人保财险承担保险责任金额 3,345万亿元，两项指标

均居行业前列。业务发展持续向好，集团全年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6,617.37亿元，同比增长 6.9%，巩固了近

年来良好的发展态势。质量效益保持平稳，有力应对多重挑战，集团全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7.73

亿元。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人保财险在财产保险市场份额为 32.5%,人保寿险和人保健康在人身保险市场份

额合计为 4.1%。

2.1.1 财产险板块：服务实体经济，业务均衡发展 

 

财产险板块服务实体经济，持续推进“八项战略服务”，对保险产品进行优化升级，积极推动保险创新实践，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2023年，人保财险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5,158.07亿元，同比增长 6.3%，市

场份额占财产险市场的 32.5%。其中，机动车辆险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2,856.26亿元，同比增长 5.3%；非车险

业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2,301.81 亿元，同比增长 7.4%。2023年，人保财险综合成本率 97.6%，其中车险综

合成本率 96.9%，非车险综合成本率 98.6%；实现承保利润
1
110.73亿元；实现净利润 252.29亿元。

2.1.2 人身险板块：服务国计民生，经营质态提升 

人身险板块坚持回归保障本源，聚焦民生福祉，积极参与第三支柱养老体系建设，持续开拓长期护理保险、

门诊慢特病保险、“惠民保”、税优健康保险等创新业务领域。人保寿险在“量”的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

“质”的有效提升。2023年，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1,006.34 亿元，同比增长 8.6%；首年期交规模保费 250.30

亿元，同比增长 37.0%，增速排名市场主要同业
2
第四名，领先主要同业平均水平 6.1个百分点。实现新业务价

值 36.64亿元，同比增长 69.6%。人保健康坚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452.08亿元，同比增

长 10.2%；实现首年期交保费 44.26亿元，同比增长 34.1%；健康险保费增速领先人身险公司健康险市场 8.39

个百分点；互联网健康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165.38亿元，继续保持在人身险公司中的市场领先地位。

2.1.3 投资板块：加强“双服务”能力，管理资产规模稳步增长 

投资板块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审慎投资理念，不断提升“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保险主业”的成效，

加强资产负债管理，强化专业能力建设，以跨周期视角构建投资组合。2023年，本集团积极应对权益市场波动

和低利率环境的挑战，实现总投资收益 441.15亿元，总投资收益率 3.3%。投资板块发挥多资产配置核心能力

优势，加大产品创新力度，加快发展第三方管理业务。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管理资产规模 25,057.7亿元，

其中，第三方资产管理规模 10,726.4亿元，较年初增长 36.3%。

2.1.4 科技板块：筑牢科技基础，支撑能力增强 

科技条线积极践行卓越战略，持续提升科技支撑和快速响应能力。完善科技项目管理机制，聚焦科技的业

1 承保利润=保险服务收入-保险服务费用-分出保费的分摊+摊回保险服务费用-承保财务损失+分出再保险财务损益-提取保费准

备金。
2 主要同业指中国人寿、平安寿险、太保寿险、泰康人寿、新华保险、人保寿险、太平人寿，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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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价值实现，推进保险核心、投资管理、风险管理、数据应用、综合管理五大类应用系统建设，赋能数字化发

展。移动销售平台“人保 e通”实现保费收入 1,428亿元，“中国人保”APP服务客户超 1亿人次，推动车生活、

家生活、健康管理等多品类客户服务线上化，家自车客户绑定率达 96%。推进数据应用和赋能，积极支持集团

管理决策、风险监控等数据应用，提升集团风险防控能力，并强化基层数据赋能，推进基层报表减负，赋能分

支机构业务运营。推动新技术创新应用落地，在全流程中深化应用 RPA、OCR、AI大模型等科技工具，推广 100

余个智能化场景，切实发挥科技赋能的质效，并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升级等综合手段，显著提升基层需求响应

时效。立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化以我为主意识，着力增强自主可控能力，专利申请及授予数大幅提升。

2.2 业绩分析  

2.2.1人保财险 

人保财险务实推进集团卓越战略，深刻把握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人保坐标”，以“八项战略服务”为抓手，

创新产品服务供给，深化渠道建设，践行“保险+风险减量服务+科技”新商业模式，强化承保选择，加强理赔

管理，推进全面降本增效，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充分发挥保险经济“减震器”和

社会“稳定器”功能，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2023年，人保财险实现保险服务收入 4,572.03

亿元，同比增长 7.7%；原保险保费收入占财产险市场份额 32.5%，保持行业首位。人保财险综合成本率为 97.6%，

实现承保利润 110.73亿元，净利润 252.29亿元。

为方便投资者理解主要产品线经营成果，人保财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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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测算了各险种再保后经营成果。下表列明报告期内人保财险各险种经营信息情况

节选：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险种 保险服务收入 保险服务费用 承保利润 综合成本率（%） 保险金额

机动车辆险  282,117  266,923   8,623  96.9  255,285,412  

农险  52,857  50,190   3,146  94.0  2,099,036  

意外伤害及健康险  43,747  40,885   1,007  97.7 1,855,424,715  

责任险  32,906  33,443   (2,300)  107.0 1,070,604,870  

企业财产险  17,229  16,736   (661)  103.8  44,579,000  

其他险类  28,347  23,814   1,258  95.6  116,822,389  

合计  457,203   431,991   11,073  97.6 3,344,815,422  

注： 数据因四舍五入，直接相加未必等于总数，下同。

2.2.2 人保寿险 

人保寿险坚持回归保障本源，聚焦民生福祉，积极参与第三支柱养老体系建设，持续开拓长期护理保险。

在“量”的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8.6%，首年期交规模保费同比

增长 37.0%，新业务价值同比增长 69.6%；保险服务收入为 182.04亿元，同比下降 10.9%，保险服务费用 168.59

亿元，同比下降 9.7%，保险服务收入、保险服务费用同比减少主要是受近两年资本市场波动影响所致；实现净

利润 0.03亿元。 

下表列明报告期内人保寿险按险种列示的原保险保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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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险种
2023年 2022年

金额 占比（%） 增减（%） 金额 占比（%）

寿险 83,837 83.3 10.4 75,966 81.9 

普通型寿险 43,125 42.9 44.5 29,850 32.2 

分红型寿险 40,597 40.3 (11.8) 46,007 49.6 

万能型寿险 115 0.1 5.5 109 0.1 

健康险 15,668 15.6 (0.5) 15,743 17.0 

意外险 1,129 1.1 13.7 993 1.1 

合计 100,634 100.0 8.6 92,702 100.0 

 

2.2.3 人保健康 

2023年，人保健康坚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深入践行“四新”发展思路，在服务健康中国和多层次社会保

障体系建设中，持续增强人民保险的政治性、人民性，呈现出业务规模再创新高、服务大局走深走实、创新驱

动见行见效、风险防范不断加强的良好态势。人保健康实现新业务价值 28.26亿元，同比增长 182.9%。互联网

健康险业务继续保持在人身险公司中的市场领先地位。健康管理业务提升线上运营能力，发挥“防未病、治已

病”服务功能，提供各类健管服务 678.7万人次，同比增长 28.5%。2023年人保健康实现保险服务收入 256.19

亿元，同比增长 19.3%，主要因 2023年业务规模增长所致；保险服务费用为 231.09亿元，同比增长 44.0%，主

要因实际赔付和费用增长所致；实现净利润 18.36亿元。

按原保险保费收入统计，报告期内人保健康各类产品收入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险种
2023年 2022年

金额 占比（%） 增减（%） 金额 占比（%）

医疗保险 25,607 56.6 5.0 24,377 59.4 

分红型两全保险 10,214 22.6 6.6 9,582 23.4 

疾病保险 5,096 11.3 (6.1) 5,428 13.2 

护理保险 3,645 8.1 236.9 1,082 2.6 

意外伤害保险 542 1.2 8.0 502 1.2 

失能收入损失保险 104 0.2 103.9 51 0.1 

合计 45,208 100.0 10.2 41,02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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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资产管理业务

（1）投资组合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1)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投资资产 1,433,131   100.0  1,286,378   100.0  

按投资对象分类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28,878   2.0  40,599  3.2  

固定收益投资 924,210   64.5  826,439  64.2  

定期存款 81,487   5.7  101,180  7.9  

国债及政府债 228,542   15.9  183,728  14.3  

金融债 211,153   14.7  178,365  13.9  

企业债 186,807   13.0  170,257  13.2  

其他固定收益投资
(2) 216,221   15.1  192,909  15.0  

公允价值计量的权益投资 307,593   21.5  258,022  20.1  

基金 117,375   8.2  120,310  9.4  

股票 45,505   3.2  55,604  4.3  

永续金融产品 69,022   4.8  40,000  3.1  

其他权益类投资 75,691  5.3  42,108  3.3  

其他投资 172,450   12.0  161,318  12.5  

对联营及合营企业的投资 156,665   10.9  146,233  11.4  

其他
(3)

15,785   1.1  15,085  1.2  

按核算方法分类 

交易性金融资产 383,020  26.7 不适用 不适用

债权投资 318,605   22.2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债权投资 338,717  23.6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6,541   6.7 不适用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不适用 不适用 38,301  3.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不适用 不适用 557,582  43.3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不适用 不适用 198,393  15.4  

长期股权投资 156,665    10.9 146,233  11.4  

其他
(4)

139,583  9.7   345,869  26.9  

注：

(1)公司于 2023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2023年 12月 31日数据为执行新保险合同会计准

则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财务结果。根据准则衔接规定，公司无须重述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对比期数据。

(2)其他固定收益投资包括二级资本工具、理财产品、存出资本保证金、信托产品、资产管理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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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包括投资性房地产等。

(4)其他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定期存款、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存出资本保证金及投资性房地产等。

（2）投资收益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3年 2022年
 (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433 394 

固定收益投资 38,884 34,149 

利息收入 34,837 32,700 

处置金融工具损益 1,637 1,865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844 (451) 

减值 (1,434) 35 

公允价值计量的权益投资 (10,162) 4,123 

股息和分红收入 7,560 10,480 

处置金融工具损益 (4,429) (4,796)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3,293) 54 

减值 - (1,615) 

其他投资 14,960 16,275  

对联营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收入 14,938 15,466 

其他损益 22 809 

总投资收益 44,115 54,941  

净投资收益
(2)

58,425 60,031 

总投资收益率
(3)
（%）  3.3  4.6 

净投资收益率
 (4)
（%）  4.5  5.1 

注：

（1）公司于 2023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2023年数据为执行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和

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财务结果。根据准则衔接规定，公司无须重述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对比期数据。

（2）净投资收益＝总投资收益－投资资产处置损益－投资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资产资产减值损失

（3）总投资收益率＝（总投资收益－卖出回购证券利息支出）╱（期初及期末平均总投资资产－期初及期末平均卖出回购金

融资产款）

（4）净投资收益率＝（净投资收益－卖出回购证券利息支出）╱（期初及期末平均总投资资产－期初及期末平均卖出回购金

融资产款）

2023年，本集团总投资收益 441.15亿元，同比下降 19.7%；净投资收益 584.25亿元，同比下降 2.7%；总

投资收益率 3.3%，同比下降 1.3个百分点；净投资收益率 4.5%，同比下降 0.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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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现金流量表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本集团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由2022年的净流入711.21亿元变动至2023年的净流入705.49亿元，主

要是赔付金额增加所致。

本集团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由2022年的净流出727.55亿元变动至2023年的净流出709.27亿元，主

要是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本集团筹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由 2022年的净流入 85.57亿元变动至 2023年的净流出 114.83亿元,

主要是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2.2.6 偿付能力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23年 2022年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549 71,121 (0.8)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70,927) (72,755) (2.5) 

筹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83) 8,557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额 97 400 (75.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增加额 (11,764) 7,323 - 

指标 2023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增减（%）

本集团 

实际资本 416,669 392,103         6.3 

核心资本 323,015 297,513         8.6 

最低资本 166,206 156,803         6.0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51 250 上升 1个百分点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94 190 上升 4个百分点

人保财险

实际资本 226,182 215,415         5.0 

核心资本 203,088 189,730         7.0 

最低资本 97,334 93,964         3.6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32 229 上升 3个百分点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209 202 上升 7个百分点

人保寿险

实际资本 96,093 93,690 2.6 

核心资本 54,865 54,199 1.2 

最低资本 48,938 46,004 6.4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96 204 下降 8个百分点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12 118 下降 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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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2月 31日，本集团及主要子公司偿付能力结果按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Ⅱ）》及金融监

管总局（原中国银保监会）相关通知要求计算。

3.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7.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子公司及部分结构化主体。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3月 26日

人保健康

实际资本 30,034 17,860 68.2 

核心资本 15,646 8,930 75.2 

最低资本 10,409 9,474 9.9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89 189 上升 100个百分点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50 94 上升 56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