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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性声明

n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准备的本材料仅作参考之用，并不构成以下情
况或作为其中一部分，且亦不应被解释为情况如此，即：在任何司法管辖区内提呈或邀请出售或发售
本公司或任何控股公司或其任何子公司的证券，或招揽作出购买或认购上述证券的要约或邀请。本材
料的内容或其派发的事实概不作为订立任何合同或作出任何承诺的依据，或就此而加以依赖。

n 本材料中载列的资料未经独立核实。对于本材料所载资料或意见是否公平、准确、完整或正确无误，
并未明示或默示作出任何陈述或保证，且亦不应对之加以依赖。本材料所载的资料和意见截至路演推
介日期为止，并且本公司可对本材料作出任何更改，无须另行通知；对于在路演推介日期后可能发生
的任何变化，本公司日后不会对本材料进行更新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修订，以反映上述变化的任何最新
发展。本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或任何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雇员、顾问或代表，对于因本材料所载或呈
列的任何资料而产生的或因其他原因产生与本材料有关的任何损失，概不承担疏忽或其他方面的责任。

n 本材料载有多项陈述，以反映本公司目前就截至其中所示个别日期为止对未来前景之看法及预期。这
些前瞻性陈述基于多项关于本公司营运的假设以及在本公司控制范围以外的因素作出，可能受庞大风
险和不明确情况的影响，因此，实际结果或会与这些前瞻性陈述有重大差异，你不应过分依赖前瞻性
陈述的内容。对于在该等日期后出现的新资料、事件或情况，本公司无义务更新或以其他方式修订这
些前瞻性陈述。



总体经营业绩稳健增长，公司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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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9亿元

-12.0%

集团保险业务收入

2,165.97亿元

+4.2%

集团管理资产

23,063.05亿元

+12.9%

集团归母净利润 集团客户数

14,065万

+209万

集团综合偿付
能力充足率

289%

4,304.20亿元

+8.7%

集团内含价值

-6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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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归母营运利润174.28亿元，同比增长28.1%

注：1) 短期投资波动为寿险实际投资收益与长期预期投资收益假设（5%）的差异，同时调整因此引起的保险和投资合同负债相关变动，并考虑所得税影响；
        2) 评估假设变动基于会计估计变更金额，并考虑所得税影响；
        3) 由于四舍五入，数字直接加减可能跟最终结果数据有细微差异。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营运利润  =  净利润  −  短期投资波动  − 评估假设变动影响  −  一次性重大项目调整

11,096
13,392

2,811

4,444

(301)
2019年上半年

13,606

(407)
2020年上半年

17,428

寿险
产险及其他

归属少数股东营运利润

营运利润
13,907

营运利润
17,835

+28.1%

+20.7%

14,591

17,835 17,428

68

3,177

短期投
资波动1)

2020年
上半年
净利润

2020年
上半年
营运利润

评估假设变
动影响2）

-

一次性重大
项目调整

(407)

少数股东
营运利润

2020年上
半年归母
营运利润

+58.1%



u“复工复产专项保障”已累计在35个重点省市落地，为近11,000家企业提供逾26亿元风险保额的保险保障

u保一条主要供应链。围绕大中城市供应链各环节风险，开发“农供保”，保障农副产品“种得出、调得进、买得起”，
惠及北京、上海、湖南等近十个省市

u保抗疫工作和返岗复工两类重点人群。先后向千万余名抗疫一线工作者提供返岗复工防疫保障，业内首创务工人员返
工返岗专项保险，惠及上海、湖北等地超过200万名返岗务工人员

u保重点物资生产、新药疫苗研发、产业链上下游等三类关键企业。为全国首批45家部委督办重点防疫物资企业复工提
供安全生产和防疫综合保险；为全国各地紧急立项的新冠肺炎新药及疫苗研发企业提供生命科学保险；主动走访全国
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中小企业，为其提供专项保障

积极应对疫情挑战，体现“太保担当”

u针对疫情，第一时间推出理赔服务承诺，开通7*24小时理赔服务热线和理赔绿色通道，简化手续，取消定点医院
等限制，丰富线上理赔方式；适度扩展保险责任，涵盖意外险、健康险等多个产品，为客户提供丰富保障

 全力以赴，为客户提供有“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

 主动出击，利用保险专业优势助推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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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治理 夯实基础 线上化经营

u 在董事会下成立科技创新与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将在公司科技领

域重大事项决策、规划公司科技创

新战略、推动建立有效的科技创新

运作体系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u 太保金科设立方案已通过董事会审

议，标志着集团科技创新市场化建

设迈出了重要一步

产
险

寿
险

u 建设个人车主客户线上化经营平
台，实现投保、理赔、服务、享
权等四类关键场景线上化

u 实现农险AI承保，产品工厂完成
132款产品线上化配置

加快创新，以科技赋能保险主业发展

u 强化代理人队伍线上化经营体系
建设，涵盖招募、培训、基础管
理、客户经营等关键环节

u 上线“一站式、全场景”智能双
录系统，单机版推广率已达93%

u 罗泾中心正式投产，两地三中

心布局形成

u 客户交互并发数、客户端响应

速度等IT基础平台主要性能指

标实现提升

u 启动与科技头部企业及著名高

校的多方位战略合作，引进外

部科技领域专家，充实太保科

技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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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保云”
包括寿险营销员代理健康险、车险
等模式在内的协同总保费收入达到
99.5亿元，同比增长20.9%

持有两张及以上保单的客户数达到
2,729万，同比增长6.3%

协同优势持续彰显，“产品+服务”创新模式加快发展

战略客户协同开发数量超过400家，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等政
府类客户覆盖率达到84%

太保蓝本服务升级，针对成人和少
儿差异化服务

“视频医生”累计使用次数77.79万次，
客户足不出户即可在线获取专业医
生的问诊服务

“太保家园”入住资格函累计发放量
已经突破万份，养老示范体验中心
开业至今已累计接待近1.9万人次

7



新业务价值率

2020年上半年2019年上半年

寿险业务(1/4)
新业务价值总体承压，个人客户新业务价值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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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个人客户新业务价值率新业务价值

新业务价值

11,228

-24.8%

14,927

-2.0pt

39.0% 37.0%

年化新保

-20.7%

38,238

30,316

+6.8pt

49.7%

56.5%



剩余边际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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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600
228,370

285,405
329,559 347,056

+5.3%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寿险业务(2/4)
剩余边际余额持续增加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6月30日



11,449 12,197

100,674
107,324

26,305 19,065

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保险业务收入 退保率

10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寿险业务(3/4)
续期推动总保费保持平稳，退保率表现稳定

+0.1%

+6.6%

-27.5%

个人客户-
代理人渠道新保

个人客户-
代理人渠道续期

其他

138,586138,428

1.2 

0.8 0.9 

0.5 0.5 

(单位：百分比)

2016年
上半年

2017年
上半年

2018年
上半年

2019年
上半年

2020年
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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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人均首年保险业务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营销员月均总人力

(单位：万人)

-3.8%

寿险业务(4/4)
营销队伍转型升级尚在路上，积极探索绩优队伍支持体系

79.6 76.6

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28.9%

5,887 4,183

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智云增
线上增募平台

智学院

在线培训支持

嗨问
业务员咨询服务平台

钉钉
线上队伍管理

AMS线上支持系统
涵盖营销员、主管、机构内勤的线上
综合性支持系统

高绩优队伍支持体系
围绕绩优标准、绩优文化、绩优赋能，
升级绩优培养体系



59.2 59.7

39.4 38.6

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综合费用率 综合赔付率

98.7

综合成本率 保险业务收入

46,133 47,962

22,114
28,710

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非车险 车险

60,685 +12.3% 76,672

+29.8%

+4.0%

-0.8pt

+0.5pt

产险业务(1/3)
综合成本率持续优化 ，保险业务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注： 本页中的产险业务仅指太保产险

(单位：百分比)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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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pt 98.398.6
68,247



59.9 59.6

38.5 38.2

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综合赔付率 综合费用率

车险综合成本率
(单位：百分比)

-0.6pt

注： 本页中的产险业务仅指太保产险

产险业务(2/3)
车险承保盈利能力提升，续保管理推动增长动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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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pt

-0.3pt

98.4 97.8

• 进一步提升客户信息真实性，为提

升续保率奠定数据基础

数据基础

• 加大线上线下服务资源支持，打造

“太好赔”专业品牌，建立客户经

营体系

客户经营

• 加强专业续保团队建设，落实责

任制及传导机制

管理模式



非车险综合成本率

(单位：百分比)

99.5 99.7

2019年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0.2pt

注： 本页中非车险综合成本率仅指太保产险

产险业务(3/3)
非车险保持承保盈利，新兴领域实现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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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险

责任险

u不断加大农险产品、服务和技术创新力度，上半年太

保产险和安信农险共计实现农险原保费收入62.74

亿元，同比增长45.6%，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u加强对服务社会民生治理相关领域的覆盖，上半年太

保产险实现责任险保险业务收入48.40亿元，同比

增长34.1%，承保盈利水平持续向好。



941,760 1,081,282 1,233,222 1,419,263 1,552,866

293,612
337,183

432,419

623,815
753,439

2016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6月30日

集团管理资产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管理(1/4)
集团管理资产持续增长，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集团
投资资产

第三方
管理资产

集团
管理资产

+20.8%

+9.4%

+12.9%

1,235,372

2,306,305

1,418,465

1,665,641

2,043,078

注： 2018年末数据已重述15



资产管理(2/4)
坚持资产负债管理，大类资产配置持续优化

集团投资资产组合 2020年6月30日(%) 较上年末变化(pt)

固定收益类 79.5 (0.9)
债券投资 39.5 (3.1)
定期存款 11.4 1.0
债权投资计划 11.4 0.7
理财产品1) 10.8 0.9
优先股 2.1 (0.2)
其他固定收益投资2) 4.3 (0.2)

权益投资类 15.5 (0.2)
权益型基金 1.9 -
债券型基金 1.1 (0.2)
股票 6.4 -
理财产品1) 0.1 -
优先股 0.9 (0.1)
其他权益投资3) 5.1 0.1

投资性房地产 0.5 (0.1)
现金、现金等价物及其他 4.5 1.2
注： 1）理财产品包括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等。
        2）其他固定收益投资包括存出资本保证金及保户质押贷款等。
        3）其他权益投资包括非上市股权等。16



4.6 
4.4 4.8 4.8

5.9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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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3/4)
投资收益总体表现稳健

年化总投资收益率

0.0pt

年化净投资收益率

-0.2pt

年化净值增长率

-0.6pt

2019年
上半年

2020年
上半年

(单位：百分比) (单位：百分比)(单位：百分比)

2019年
上半年

2020年
上半年

2019年
上半年

2020年
上半年



资产管理(4/4)
投资资产信用风险整体可控

行业 投资占比
（%）

名义投资收益率
（%）

平均期限
（年）

平均剩余期限
（年）

基础设施 35.6 5.4 7.2 5.4

非银金融 17.2 5.0 5.4 3.9

交通运输 16.3 5.4 6.6 4.3

不动产 15.5 4.8 7.6 6.4

能源、制造业 8.1 5.1 6.5 4.1

其他 7.3 5.9 8.2 5.8

总计 100.0 5.2 6.9 5.0

企业债及非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外部评级

非公开市场融资工具外部评级

AAA级占比
93.7%

AA/A-1级及
以上占比
99.8%

AAA级占比
94.7%

AA+级及
以上占比
99.9%

非公开市场融资工具的结构和收益率分布

注：非公开市场融资工具包括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债权投资计划、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证券公司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等。

18



19

       继续把握高质量发展主线，“以进固稳”，既要兼顾经营基本面的“稳”，又要

推动转型升级的“进” 

u负债端来看，要加快产险动能转换，积极应对车险综合改革，把转型成果进一步转化为竞争优
势；要加大力度投入资源，切实改造寿险队伍，推动客户经营模式升级，以服务增值和科技赋
能打造新的发展动能。

u资产端来看，要适应复杂形势下的经济环境变化，坚守“长期投资、稳健投资、价值投资”理念，
进一步提升投研能力，加强投后管理，加强资产负债联动，持续提升风险防范与管控能力。

u同时要聚焦关键领域，培育长远发展能力。深入推动人才激励长期化，着力解决人才队伍内在
活力问题；对标先进同业和知名互联网公司，加快体制机制改革探索，用市场化的方式激活科
技生产力；整合内外部优质资源，全力打造健康管理和服务的核心能力共享平台。

展望下半年



提问与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