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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管动态 

（一）中国银保监会就《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对原保监会印发的《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

管理办法（试行）》（保监会令[2004]第 13 号，以下简称《试行办法》）进

行了修订，形成《保险公司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共分六章，共四十二条。第一章总则，主要对适用业

务及机构范围作出界定；第二章准备金的种类及评估方法，对非寿险业务

的各项准备金定义及提取方法进行明确；第三章内控管理，对保险公司在

准备金管理的各个环节的内控管理作出要求；第四章监督管理，对银保监

会及派出机构对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的监督管理内容及方式进行明确，第五

章法律责任，依据《保险法》对非寿险准备金相关违法行为进行明确；第

六章附则，对实施时间等其他未尽事项进行说明。 

《征求意见稿》相比《试行办法》修订的内容主要有六方面：一是将

非寿险准备金评估规则与会计准则、偿二代监管制度协调一致；二是总结

提炼非寿险准备金监管的实践经验，将《试行办法》配套规范性文件中关

于准备金监管的相关制度进行了梳理，集中体现在《征求意见稿》中；三

是增加内控管理规定，督促保险公司完善非寿险准备金工作相关制度；四

是增加监督管理规定；五是增加法律责任规定，依据《保险法》对非寿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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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金相关违法行为进行明确；六是删除《试行办法》中的准备金报告章

节，作为细则另行发布。 

下一步，中国银保监会将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根据意见建议进一

步修改完善《征求意见稿》，并适时发布。 

（中国银保监会官网） 

点评 

由于制定《试行办法》的时间较早，财险行业关于准备金计提的内外

部环境发生了较大改变，其中的一些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相关要求

和市场变化，需要通过系统性的修订来进行完善。《征求意见稿》的发布，

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非寿险业务准备金的监管制度，增强非寿险准备金监

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升保险公司准备金管理水平。 

（二）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监

管职责规定》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制定了《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派出机构

监管职责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 2021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规定》共三十四条，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明确派出机构监管职责的

总则性规定，包括监管职责体系、派出机构履职原则；二是明确派出机构

的主要监管职责，包括对机构、人员、业务等方面的监管；三是明确银保

监会授权派出机构履行的其他监管职责，主要包括偿付能力监管、辖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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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风险事件处置等；四是明确与履行监管职责相关的内容，包括行政处

罚、复议受理等；五是明确派出机构应当与辖区地方人民政府相关部门等

建立健全监管协调机制。 

发布实施《规定》是银保监会依法提高银行业保险业监管整体效能的

重要举措。下一步，银保监会将加强督促指导，做好《规定》的贯彻落实

工作，公布监管对象名单，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明确派出机构职责边界，提

升派出机构履职的透明度和规范性，提高监管效能。 

（中国银保监会官网） 

点评 

职权法定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是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基础。

但是，针对派出机构监管职责的授权问题，目前仍缺乏明确、统一的规定。

《规定》遵循了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科学配置以及侧重原则性、指导性的

思路，有助于明确派出机构的监管职责依据，充分发挥派出机构监管作用，

进而提高银行业保险业监管的整体效能。 

（三）中国银保监会发布 2021 年二季度银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

数据 

近日，银保监会发布 2021 年二季度银行业和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数

据。数据显示，银行业和保险业总资产稳健增长。2021 年二季度末，我国

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 336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2021 年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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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保险公司总资产 24万亿元，较年初增加 16439亿元，较年初增长 7.4%。 

银行业和保险业持续加强金融服务。2021 年二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

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包括小微型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贷款和小微企

业主贷款）余额 47.6 万亿元，其中单户授信总额 1000 万元及以下的普惠

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7.8 万亿元，同比增速 29.3%。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

6.5 万亿元。2021 年上半年，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 2.7 万亿元，同比

增长 4.2%。赔款与给付支出 7531 亿元，同比增长 21.4%。2021 年上半

年新增保单件数 221 亿件，同比下降 7.4%。 

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基本稳定。2021 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法人

口径，下同）不良贷款余额 2.8 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 25 亿元；商业银行

不良贷款率 1.76%，较上季末下降 0.05 个百分点。2021 年二季度末，商

业银行正常贷款余额 156.2 万亿元，其中正常类贷款余额 152.4 万亿元，

关注类贷款余额 3.8 万亿元。 

商业银行利润继续增加，保持较强风险抵补能力。2021 年上半年，商

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 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1%。平均资本利润率为

10.39%，较上季末下降 0.89 个百分点。平均资产利润率为 0.83%，较上

季末下降 0.07 个百分点。2021 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余额

为 5.4 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 1746 亿元；拨备覆盖率为 193.23%，较上

季末上升 6.09 个百分点；贷款拨备率为 3.39%，较上季末上升 0.02 个百

分点。2021 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含外国银行分行）核心一级资本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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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率为 10.50%，较上季末下降 0.14 个百分点；一级资本充足率为 11.91%，

较上季末下降 0.01 个百分点；资本充足率为 14.48%，较上季末下降 0.03

个百分点。 

商业银行流动性水平保持稳健。2021 年二季度末，商业银行流动性覆

盖率为 141.21%，较上季末下降 0.55 个百分点；流动性比例为 57.62%，

较上季末下降 0.85 个百分点；人民币超额备付金率 1.52%，较上季末下降

0.28 个百分点；存贷款比例（人民币境内口径）为 78.08%，较上季末上

升 0.92 个百分点。 

（中国银保监会官网） 

点评 

2021 年二季度，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在总资产稳健增长的同时，金融

服务也在持续加强，尤其是针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有了显著提高，这将有效

缓解当前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支持小微企业持续经营，起到

了“保就业、保市场主体”的作用。此外，商业银行不良率有所下降、利

润继续提高，并保持了稳健流动性水平，这表明我国信贷市场总体运行平

稳，有助于稳定我国宏观经济。 

二、观点聚焦 

一、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以适度货币增长 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 9 日发布的《2021 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4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