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燕：中国平安“厚积”多

年， “薄发”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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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俞燕 

 

今年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国平安”，

601318.SH，2318.HK）做了一件大事：品牌标识焕新。 

7 月 23 日，中国平安将现有品牌标识中的“金融·科技”，改回 2002

年用过的“专业·价值”。 

2002 年，首次使用“专业·价值”品牌标识时，正值中国平安刚刚获

批综合金融试点。如今中国平安正站在新时代，以“综合金融+医疗健康” 

双轮并行、科技驱动的战略骏发踔厉。 

The 20th 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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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任务”。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亦需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以更强大

的实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平安选择重启“专业·价值”品牌标识，以

“专业创造价值”理念，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亦是顺应了新时代的节拍。 

中国平安副总经理冀光恒此前对媒体表示，高质量发展方面可以用三

个关键词来概括：长期、平衡、可持续增长。无论是在中国平安的主业领

域，还是服务社会、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对此皆有体现。 

这三个关键词，在中国平安 10 月 27 日率先业内发布的三季报中亦有

体现。三季报是中国平安回归“专业·价值”品牌标识后的首份财报。 

对于这份三季报，多家券商分析师认为整体符合预期，开源证券、东

吴证券、山西证券、中泰证券等约 10 家券商对中国平安给出了“买入”评

级，其中山西证券首次给出“买入”评级，此外招商证券则维持了“强烈

推荐”评级。 

在疫情仍呈多点散发、经济三重承压、内外环境复杂多变、保险业尚

处阶段性筑底的形势下，用专业创造价值，将成为中国平安在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的解题之道。 

双轮并行，相互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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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前首次使用“专业·价值”品牌标识时，中国平安刚获批开展综

合金融试点，在第二个十年阶段，开始从专注于保险，拓展为探索综合金

融模式。到了第三个十年，则形成了“金融+科技”双驱动发展模式。 

经过 20 年的探索，中国平安已拥有全品类金融牌照，且构建了圈层

完善的金融生态圈。在第四个十年，中国平安则在此以往的积累上，围绕

“综合金融+医疗健康”双轮并行战略布局和发力，各圈层的协同效应亦进

一步提高。 

这种“综合金融+医疗健康”的圈层协同和相互赋能，在三季报上亦

有体现。 

中国平安三季报显示，截至三季末，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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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利润 1232.88 亿元，同比增长 3.8%。在全球资本市场持续震荡、国内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之下，得益于其综合金融

板块合力的支撑，中国平安依然保持了整体的稳健增长。 

营运利润是最能体现中国平安稳定增长的指标，因为该指标以财务报

表净利润为基础，剔除了短期波动性较大的损益表项目、折现率变动以及

管理层认为不属于日常营运收支的一次性重大项目及其他项目，更符合保

险公司费用前置、利润后置的特点，亦更能客观地反映保险公司的长期价

值。 

从三季度业务板块的表现来看，寿险及健康险和银行两大板块表现最

为突出，其中，寿险营运利润同比增长 17.4%，银行营运利润增长 25.8%，

成为中国平安的业绩的重要“稳定器”。 

综合金融的布局，较好地平滑了中国平安各板块的业绩表现，颇有“东

边不亮西边亮”的效果。比如，虽然受市场影响，平安银行代销基金等收

入下降，但由于提前布局了新业务赛道，代理保险收入增加显著，亦录得

不错的整体表现。 

早在 2020 年 6 月，平安银行便启动了银保战略改革，并在 2021 年

把该行的私人财富顾问变身为“平安银行家”，提升了银、保互动产生的

合力。 

平安证券则依托集团综合金融与科技优势，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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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长 19.2%。 

此外，中国平安的团体业务综合金融保费规模亦增长显著，尤其是对

公渠道同比增长迅速。 

在综合金融服务模式之下，中国平安个人客户的交叉渗透程度不断提

升。在约 2.28 亿人的个人客户数中，享受综合金融服务的个人客户数达

8774 万人，占比提升至 39%，近 40%的个人客户同时持有多家子公司合

同，客均合同数达 2.96 个，较年初增长了 1.7%。 

在“综合金融+医疗健康”的生态圈之中，平安寿险为约 1644 万名客

户提供了“保险+健康管理”服务。 

在“保险+居家养老”方面，平安整合内外部服务商，推出的“老人

舒心、子女放心、管家专心”一站式居家养老服务，亦颇见成效。截至 2022

年三季末，平安居家养老服务已覆盖全国 32 个城市。 

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中国平安亦体现出综合金融的合力优势。截至

季末，中国平安综合运用保险资金、银行信贷和资产管理等金融资源，累

计投入逾 5.9 万亿元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寿险改革，静水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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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自 2019 年底启动寿险改革以来，已过去了三年时间。三年

间，中国平安与其他同样在改革转型的同行们一起，经历了疫情弥漫、国

内外经济形势多变、“三重压力”和资本市场震荡的洗礼，以及改革转型

的阵痛。 

不可否认，今年寿险业依然未能跳出资产、负债两端的困境，诸险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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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承压的局面依然未获实质性的扭转。拐点在何方？反正在前方。 

困境之中，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面对重重挑战，中国平安的寿险改革依然坚守价值导向，沿着既定的

节奏稳步推进高质量改革转型，向深水区潜行。从三季报的数据来看，中

国平安的新业务价值（NBV）虽然延续承压态势，但降幅已收窄。 

诸分析师认为，随着平安寿险代理人转型成效逐渐释放，加之银保等

多渠道共同发力，以及疫情缓和后线下展业恢复促进保障型产品销售提升，

平安寿险的全年 NBV 降幅有望进一步改善。 

平安寿险改革的一项重要目标是打造更好的队伍和产品，更好地满足

人们对保险、医疗、养老的需求。双更宏观的层面，作为保险业巨头的中

国平安，亦肩负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助力行业改变粗放式增长

和对短期利益的盲目追求，实现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为此，平安寿险进行了艰难的主动选择，“改造”现有代理人队伍，

清虚提质，打造“三高”精英代理人，实施代理人队伍分层精细化经营，

建立“三好五星”评价体系。 

三季报显示，随着高质量代理人的招募与培育，代理人人均新业务价

值同比增长 26.9%，活动率上升 11.5%。前三季的新人“优+”占比同比

提升了 10.3 个百分点，人均 NBV 则同比提升逾 22%，“钻石”队伍人均

首年保费是整体队伍的 4.8 倍，代理人队伍质态改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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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479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