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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上半年人身险行业信用观察 

金融机构评级部  王隽颖 袁浩然 

2018 年上半年，受年金险产品监管政策影响，人身险行业的业务结构有所

改变，行业原保险保费收入和规模保费收入均有所回落，万能险业务规模回升，

原保险保费收入占规模保费比重有所下降。具体来看，受年金险产品设计调整影

响，各家人身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均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小型人身险公司业务

收缩相对较快，行业原保险保费集中度进一步上升，而个别公司万能险业务快速

回升推高行业万能险业务规模。 

投资方面，2017 年以来，市场利率保持较高水平而股票二级市场波动加剧，

保险公司存款及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持续回升，股票及证券投资基金配置比重逐

步下降。2018 年二季度起，资金市场流动性逐步充裕，信用债理财持续分化，

高等级信用债利差缩窄，低等级信用债信用风险及估值压力持续上升。 

盈利方面，随着业务结构的逐步优化，人身险公司产品逐步转向长期保障型

业务，首期保费的获取成本较高，即期盈利压力较大。但中长期来看，人身险行

业的长期资金成本将有所下降，利好其长期盈利。 

政策方面，延续“4+1”系列监管文件精神，人身险行业监管政策持续完善，

推动行业长期规范发展。2018 年上半年，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

以明确股权管理基本原则，对股权实施分类监管，严格股东准入，加强穿透监管

及资本真实性监督。此外，保监会发布《资金运用管理办法》，涵盖资金的运用

形式、决策机制、风险管理和监督管理等方面。 

债券发行方面，2018 年上半年，人身险行业未发生主体等级迁移情况。人

身险行业新发 2 只债券，债券发行力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改善，发债主体等级高，

发行利差相对较低。 

一、 行业运行数据与点评 

2018 年上半年，受针对“即返型”年金产品监管政策影响，人身险行业的

原保险保费收入收缩，万能险业务规模有所回升，行业规模保费仍呈下降趋势。

具体来看，绝大多数人身险公司原保费收入均有不同程度减少，其中小型公司业

务收缩显著；另一方面，个别人身险公司万能险业务的快速增长推升行业万能险

业务规模。关注年金险产品结构调整对于中小型人身险公司在保费结构和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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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等方面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保监会确立了保险姓保的行业政策，并陆续出台一系列针对以

万能险为主的中短存续期业务的监管措施，引导人身险业务回归保障本源。随着

监管政策引导作用的逐步显现，2017 年，人身险行业万能险业务规模回落，且

依托年金类产品，行业原保险保费收入实现较快增长。2017 年 5 月，为了规范

产品开发设计行为，发挥人身保险产品的保险保障功能，防范经营风险，保监会

颁布《中国保监会关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产品开发设计行为的通知》（保监人身

险〔2017〕134 号，以下简称“134 号文”），规定两全及年金型产品的首次返还

时间需在保单生效 5 年以后，且每年返还比例不得超过已交保费 20%；且禁止将

万能险和投连险产品作为附加险进行销售。通过限制年金险产品返还期限及返还

比例，年金险产品的保障属性进一步得到提升，对于投资者的吸引力有所削弱。

随着 134 号文影响的逐步显现，2018 年上半年，人身险行业年金险产品规模回

落，行业原保险保费收入规模及占比均有所下滑，万能险业务规模及占比回升，

行业规模保费收入进一步收缩。 

2018 年上半年，人身险公司实现规模保费收入 21003.51 亿元，同比下降

2.36%；其中原保险保费收入 16345.19 亿元，同比下降 8.50%，占规模保费比重

同比减少 5.22 个百分点至 77.82%；保户投资款新增缴费及投连险独立账户新增

缴费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 26.71%和 60.88%，占规模保费比重分别为 21.01%和

1.26%，同比分别增加 4.82 个百分点和 0.50 个百分点1。2018 年上半年，寿险累

计新增保额 13.39 万亿元，同比下降 13.94%；健康险累计新增保额 445.88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5.79%；意外险累计新增保额 2232.85 万亿元，同比增长 85.68%。 

图表 1.  人身险行业规模保费收入情况（单位：万亿元） 

 

                                                        
1 不包括中华联合控股寿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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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方面，随着中短存续期业务的逐步到期，人身险公司寿险业务的原保险

赔付支出有所下降，健康险和人身意外伤害险赔付支出则随着业务规模的增长逐

步上升。2018 年上半年，保险行业保险赔付支出为 3359.20 亿元，同比下降 3.78%，

其中寿险业务给付2489.40亿元，同比下降12.41%；健康险业务赔款和给付745.00

亿元，同比增长 36.18%；意外险业务赔款 124.80 亿元，同比增长 22.65%。保险

行业的业务及管理费支出则随着资产规模的增长呈上升趋势，但增速低于总资产

增速，2018 年上半年，业务及管理费支出为 2034.11 亿元，同比增长 15.00%。 

图表 2.  人身险公司经营情况及变化趋势（单位：亿元，%） 

 

2018 年 

上半年 

2018 年 

第二季度 

上半年 

同比增速 

第二季度 

同比增速 

第二季度 

环比增速 

规模保费收入 21,605.66 6,887.19 -1.50 13.36 -53.21

原保险保费收入 16,927.58 5,596.11 -7.44 16.01 -50.61

其中：寿险 13,361.44 3,860.63 -12.15 7.89 -59.37

健康险 3,019.45 1,457.93 15.44 43.52 -6.63

人身意外伤害险 546.69 277.56 18.23 20.79 3.13

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 4,413.13 1,229.30 26.71 5.12 -61.39

投连险独立账户新增交费 264.95 61.78 60.88 -24.72 -69.59

原保险赔付支出 3,359.20 1,346.18 -3.78 1.88 -33.13

其中：寿险 2,489.40 921.05 -12.41 -8.41 -41.27

健康险 745.00 361.22 36.18 37.30 -5.88

人身意外伤害险 124.80 63.90 22.65 21.56 4.94

业务及管理费 2,061.27 1,097.48 1.34 4.71 13.87

资料来源：根据保监会统计数据整理、计算 

资金运用方面，保险公司资金运用规模保持增长，但增速有所放缓。配置结

构方面，银行存款规模及占比继续下降，其他类投资的配置比重持续上升。截至

2018 年 6 月末，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余额为 15.69 万亿，较年初增长 5.14%，其中，

债券和银行存款占比分别为 35.30%和 13.65%，较年初增加 0.70 和 0.74 个百分

点；股票及基金和其他类资产配置比重分别为 11.99%和 39.06%，分别较年初下

降 0.31 和 1.13 个百分点。 

图表 3.  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情况变化（单位：亿元，%） 

 2015 年末 2016 年末 2017 年末 2018 年 6 月末

资金运用总额 111,795.48 133,910.67 149,206.21 156,8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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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存款占比 21.78 18.55 12.92 13.65

投资占比 78.22 81.45 87.08 86.35

其中：债券占比 34.39 32.15 34.59 35.30

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占比 15.18 13.28 12.30 11.99

其他占比 28.65 36.02 40.19 39.06

资产总额 123,597.76 151,169.16 165,825.32 165,827.32

资料来源：根据保监会统计数据整理、计算 

随着针对中短存续期业务和即返型年金类产品监管政策的逐步发酵，各家人

身险公司均面临业务调整压力，行业原保险保费收入及规模保费均有所下降。在

产品设计调整、替代产品销售及盈利承压的背景下，小型人身险公司业务收缩较

为显著，行业的业务集中度有所上升。2018 年上半年，前十大公司市场份额较

去年同期有所回升，且原保险保费市场份额增幅高于规模保费增幅。 

2017 年，依托年金险产品，人身险行业原保险保费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其

中即返型年金类产品占据了一定比例。2017 年 5 月，134 号文发布后，即返型年

金险产品面临停售，各家人身险公司设计、推出调整后的替代型年金类产品。但

由于调整后的年金险产品的久期延长，替代产品的营销难度及首期承保支出上升，

各家公司业务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2018 年上半年，人身险行业原保险保费

收入占规模保费比重有所下降，主要系安邦人寿、泰康、平安、君康、和谐健康

和国华等公司万能险业务回升所致。2018 年上半年，新旧准则下，前十大公司

保费收入虽有所下降，但市场份额有所上升，显示小型人身险公司业务收缩更为

显著。同时，前十大公司的原保费市场份额增幅高于规模保费市场份额增幅，显

示小型人身险公司原保险保费占比降幅较相对较大，业务结构出现分化。 

2018 年上半年，人身险行业前十大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新准则口径）集

中度为 74.33%，同比上升 2.44 个百分点，除华夏人寿和中邮人寿以外，其余公

司原保险保费收入同比均有所下降；行业前十大规模保费收入（旧准则口径）集

中度为 72.27%，同比上升 1.39 个百分点，各家公司的规模保费收入同比均有所

下降，其中安邦人寿、华夏人寿和富德生命人寿规模保费市场份额有所下降。总

体来看，前十大人身险公司中，华夏人寿原保险保费占规模保费比重增幅较大升，

安邦人寿及富德生命人寿的原保险保费占规模保费比重降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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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  人身险公司保费收入集中度情况 

原保费排名 公司名称 
原保险保费收入 原保险保费市场份额 

金额(亿元) 同比(%) 占比(%) 增幅(百分点) 

1 国寿股份 3,602.03 -16.35 22.04 2.19

2 平安寿 2,745.25 -0.24 16.80 4.11

3 太保寿 1,300.23 -5.34 7.95 1.62

4 太平人寿 813.25 -13.82 4.98 0.63

5 泰康 722.79 -19.55 4.42 0.28

6 华夏人寿 713.79 57.10 4.37 2.27

7 人保寿险 698.85 -33.48 4.28 -0.57

8 新华 678.70 -39.70 4.15 -1.04

9 富德生命人寿 483.04 -52.73 2.96 -1.75

10 中邮人寿 390.87 31.82 2.39 1.02

 合计 12,148.81 - 74.33 -

资料来源：根据保监会统计数据整理、计算 

图表 5.  人身险公司规模保费收入集中度情况 

规模保费 

排名 
公司名称 

规模保费收入 规模保费市场份额 

金额(亿元) 增幅(%) 占比(%) 增幅(百分点) 

1 国寿股份 3,932.17 -34.04 18.72 1.44

2 平安寿 3,446.17 -6.41 16.41 5.73

3 太保寿 1,367.34 -8.70 6.51 2.17

4 安邦人寿 1,209.06 -63.42 5.76 -3.83

5 华夏人寿 1,012.87 -44.70 4.82 -0.49

6 泰康 972.01 -22.09 4.63 1.01

7 富德生命人寿 948.44 -44.30 4.52 -0.42

8 太平人寿 846.59 -15.40 4.03 1.13

9 人保寿险 730.06 -37.37 3.48 0.10

10 新华 715.30 -38.77 3.41 0.02

 合计 15,180.02 - 72.27 -

资料来源：根据保监会统计数据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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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业重要政策点评 

延续“4+1”系列监管文件精神，人身险行业监管政策持续完善，2018 年上

半年，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以明确股权管理基本原则，对股

权实施分类监管明，严格股东准入，加强穿透监管及资本真实性监督。此外，为

规范保险资金运用行为，防范资金运用风险，保监会发布《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涵盖资金的运用形式、决策机制、风险管理和监督管理等方面。 

1. 保险公司股权管理 

为了加强保险公司股权监管，规范保险公司股东行为，维护保险市场秩序，

2018 年 2 月，保监会发布《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保监会令【2018】5 号，

以下简称《办法》），涉及入股前的股东资质、入股资金、股东行为和股权监督管

理等方面，明确保险公司的股权管理遵循“资质优良、关系清晰，结构合理、行

为规范，公开透明、流转有序”的原则。《办法》根据持股比例将股东划分为四

类，对股权实施分类监管；设定投资人负面清单；并对保险公司股权的投资比例

及投资数量加以限制。 

《办法》按照股比例及对保险公司经营管理影响将保险公司股东划分为财务

I 类、财务 II 类，战略类和控制类，并根据股权投资类型对股东资质进行分类监

管。 

图表 6.  保险公司股东资质分类管理 

股东类型 投资人类型 连续盈利 规模 其他 

财务 I 类 

（持股<5%） 

自然人 

境内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 

单一资管或信托产品 

a、b、c 

1 年  

1.近三年无偷漏税、重

大失信、违法违规记

录 

财务 II 类 

(持股 5%~15%) 

a.境内企业法人 

b.境内有限合伙 

c.境外金融机构 

2 年 净资产≥2 亿 

1.； 

2.信誉良好、投资稳

健、主业突出 

战略类 

（持股 15%~1/3 

或享有表决权） 

3 年 净资产≥10 亿 

1、2； 

3、权益性投资不超过

净资产 

控制类 

（持股>1/3 或对股东

会产生控制影响） 

3 年 

总资产≥100 亿

净资产 /总资产

≥30%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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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仅通过投资上市公司股票获得股权 

境内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主业与保险相关 

境外金融机构：总资产≥20 亿美元，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国际评级连续三年高于 A 级 

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 30% 

单一境内有限合伙企业持股比例不得超过 5%，多个境内有限合伙企业合计持股比例不得超过 15% 

关联方、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合并计算 

资料来源：根据保监会公布信息整理 

入股资金方面，为防范用保险资金通过理财方式自我注资、自我投资、循环

使用，《办法》明确保险公司股权投资需使用“来源合法的自有资金”，自有资金

以净资产为限，监管部门将根据穿透监管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对自有资金来源

向上进行追溯认定，加强对入股资金真实性审查。《办法》通过负面清单的形式，

明确不得用于投资保险公司的资金类型，包括：1）与保险公司有关借款；2）以

保险公司存款或其它资产为担保获取的资金；3）不当利用保险公司的财务影响

力或者与保险公司有不正当关联关系取得的资金；4）挪用保险资金，或者以保

险公司投资信托计划、私募基金、股权投资等获取的资金；对于使用非自有资金

投资入股的，《办法》规定了包括责令转让股权、撤销行政许可、限制投资保险

业等处置措施。  

股东行为方面，《办法》规定除特殊情形外，同一投资人及其关联方、一致

行动人只能成为 1 家经营同类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控制类股东，成为控制类股东和

战略类股东的家数合计不得超过 2 家。而为防止投资人炒作保险牌照，《办法》

明确保险公司股权的锁定期限，规定了财务 I 类、财务 II 类、战略类和控制类股

东的股权转让需在持股分别满 1 年、2 年、3 年和 5 年之后进行。股东不得利用

股权质押形式，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违规关联持股以及变相转移股权，对于存在

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股、通过接受表决权委托、收益权转让等方式变相

控制股权、利用保险资金直接或者间接自我注资、虚假增资等违法行为的股东不

得行使股东权利。 

为强化对保险公司股东的监管力度，《办法》从多方面丰富股东监管手段，

明确了退出机制，规定：1）监管部门可以对股东涉及保险公司股权的行为进行

调查或者公开质询；2）存在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不实声明，情节严重的，监管部

门将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并要求被撤销行政许可的投资人，按照入股价格和每股

净资产价格的孰低者退出；3）监管部门可以限制违规股东在保险公司的有关权

利，依法责令其在限制期内转让或者拍卖其所持股权；4）建立投资人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记录投资人违法违规情况，根据投资人违法违规情节，可限制其五年

以上直至终身不得再次投资保险业。 

2. 保险资金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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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保险资金运用行为，防范保险资金运用风险，2018 年 1 月，保监

会发布《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保监会令【2018】1 号，以下简称“1 号文”），

涵盖资金运用形式、资金运用模式、决策运行机制、资金运用流程、风险管控和

监督管理等方面，明确保险资金运用必须以服务保险业为主要目标，坚持稳健审

慎和安全性原则，符合偿付能力监管要求，根据保险资金性质实行资产负债管理

和全面风险管理。其中，规定：1）保险公司的股东不得违法违规干预保险资金

运用工作；2）保险公司对其他企业实现控股的，仅限于保险类企业、非保险类

金融企业、与保险业务相关的企业；3）投资管理人受托管理保险资金的，不得

混合管理自有、受托资金或者不同委托机构资金，不得向委托机构提供最低投资

收益承诺，不得以保险资金及其投资形成的资产为他人设定担保，不得为委托机

构提供通道服务；4）保险公司委托投资管理人投资的，不得妨碍、干预受托人

正常履行职责，不得要求受托人提供最低投资收益保证。 

三、 行业信用等级分布及级别迁移分析2 

1. 主体信用等级分布 

2018 年上半年，人身险行业新发 2 只债券，分别为 18 人民人寿和 18 农银

人寿，发行规模分别为 120 亿元和 35.00 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 5.05%和 5.55%，

期限为 5+5 模式。去年同期，人身险行业无新发债券。 

2. 主体信用等级迁移 

2018 年上半年，人身险行业未发生主体信用等级调整情况，行业内主体信

用质量基本保持稳定。 

图表 7.  主体信用等级迁移 

      2018 年 6 月末 

2017 年末 
AAA AA+ AA AA- A+ 

AAA 6 -- -- -- 

AA+ 3 -- -- -- 

AA -- -- 3 -- -- 

AA- -- -- -- -- --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2 本部分主体信用等级均仅考虑发行人付费模式的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即不考虑中债资信的评级结果。

此外，本部分统计主体等级分布时对重复主体进行了剔除，即单一主体发行多支债券时只按该主体最新信

用等级统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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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截至 2017 年末，人身险行业发债主体信用等级及主要经营财务数据（单
位：亿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增速 

所有者权

益 

增速 

净利润 

增速 

营业收入 营业支出 规模保费 

增速
投资收益

占比 
增速

佣金手续

费占比

管理费 

占比 

准备金 

占比 
增速

原保费

占比

恒大人寿 41.98 39.73 -394.79 281.79 22.59 249.37 5.91 6.74 279.81 -23.50 68.90

新华 1.59 7.78 8.92 -1.40 24.73 -2.20 11.64 10.28 22.17 11.17 -0.72

中美联泰 11.81 -21.56 274.13 19.92 13.28 13.08 13.75 17.47 50.21 17.34 0.78

平安寿 21.27 45.88 42.09 34.11 21.61 32.50 16.65 10.00 58.01 22.00 4.15

太平人寿 22.95 20.88 20.77 20.27 11.93 19.75 11.13 9.90 47.14 3.37 1.79

太保寿 15.01 -5.30 28.75 25.83 20.37 25.45 14.44 6.90 62.49 14.50 1.72

阳光人寿 11.55 16.76 -8.05 14.64 16.46 15.35 6.28 9.95 40.72 -1.42 17.94

华夏人寿 17.09 25.27 323.99 34.68 28.65 31.76 16.16 9.08 87.46 -10.89 24.80

前海人寿 -2.67 14.11 -65.71 13.63 23.37 23.09 4.31 7.78 33.97 59.65 76.05

幸福人寿 8.70 227.05 174.09 25.26 21.42 25.15 5.14 5.76 44.94 -52.50 43.23

天安人寿 46.88 4.54 57.97 51.27 11.29 56.33 10.43 6.50 82.48 -25.56 12.54

中荷人寿 17.36 16.29 -148.99 31.46 15.20 34.66 9.58 12.97 71.20 12.90 9.07

建信人寿 16.59 39.61 -3.35 -35.04 17.21 -35.81 5.63 6.36 21.29 19.87 -10.39

农银人寿 -0.53 -18.32 516.91 379.61 16.22 377.54 6.36 6.46 211.32 -31.35 23.08

人保人寿 1.67 -3.79 19.12 1.44 16.54 1.16 6.62 5.39 -0.50 - -

合众人寿 1.91 -11.54 -31.61 25.54 11.55 24.98 8.99 10.74 48.81 -31.40 8.05

长城 15.86 207.57 39.40 44.43 19.18 44.23 12.17 12.59 51.71 23.81 7.46

富德生命人

寿 
-3.91 8.14 -113.68 -18.21 19.72 -20.79 6.77 7.60 -9.56 13.06 8.47

君康人寿 26.88 2.40 261.45 200.15 15.00 201.06 6.20 4.79 261.73 51.45 74.91

民生人寿 23.03 -8.21 5.24 -3.36 21.00 -5.73 8.92 12.25 28.09 -25.04 1.43

中邮人寿 19.55 28.26 61.59 34.90 9.13 34.73 3.01 2.20 40.10 21.34 0.00

中信保诚 17.62 28.36 50.15 43.37 16.36 42.08 13.91 18.61 73.54 - -

光大永明 -21.00 -8.39 -83.25 22.37 11.74 24.67 7.96 16.31 29.68 58.54 30.51

中英人寿 13.91 10.93 -6.70 21.46 16.15 22.30 13.09 19.98 58.92 -1.96 1.68

信泰人寿 8.94 -10.85 55.31 193.03 11.38 174.21 8.22 9.10 183.71 - -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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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人身险行业发行债券利差情况 

证券简称 
发行利差 

(bp)1 
期限 2 起息日 

票面

利率

发行总额

（亿元）

发行时 

主体评级

利率

类型
评级机构 

18 人民人寿 134.01 10 2018-05-18 5.05 120 .00 AAA 累进 中债资信,合资信 

18 农银人寿 170.47 10 2018-03-05 5.55 35.00 AAA 累进 中诚信,中债资信 

17 人保健康 135.18 10 2017-09-14 4.95 35.00 AAA 累进 中诚信,中债资信 

16 平安人寿 89.88 10 2016-04-26 3.82 100.00 AAA 累进 中诚信,中债资信 

16 建信人寿 124.38 10 2016-03-30 4.08 35.00 AAA 累进 联合资信,中债资信

15 中荷人寿 245.39 10 2015-12-30 5.28 5.00 AA 累进 联合资信,中债资信

15 平安人寿 109.39 10 2015-12-29 3.90 50.00 AAA 累进 中诚信,中债资信 

15 幸福人寿 119.39 10 2015-12-29 4.00 30.00 AA+ 累进 联合资信,中债资信

15 天安人寿 344.39 10 2015-12-29 6.25 20.00 AA 累进 新世纪,中债资信 

15 安邦人寿 169.39 10 2015-12-29 4.50 150.00 AAA 累进 大公,中债资信 

15 前海人寿 03 330.92 10 2015-12-18 6.25 15.00 AA 累进 中诚信,中债资信 

15 前海人寿 02 310.98 10 2015-11-18 6.25 18.00 AA 累进 中诚信,中债资信 

15 前海人寿 01 301.38 10 2015-09-30 6.25 25.00 AA 累进 中诚信,中债资信 

15 华夏人寿 267.45 10 2015-09-22 6.00 80.00 AA+ 累进 中诚信,新世纪 

15 泰康人寿 132.96 10 2015-09-17 4.65 80.00 AAA 累进 中诚信,中债资信 

14 大东方 281.97 10 2015-08-28 6.20 2.50 - 固定 - 

15 民生 02 319.81 10 2015-01-30 6.70 4.60 - 固定 - 

14 天安次级债 322.50 10 2015-01-19 6.70 7.50 - 累进 - 

14 泰康 02 195.85 10 2015-01-08 5.60 30.00 AAA 累进 中诚信 

15 民生 01 - 10 2015-01-08 - 12.90 - 累进 - 

14 民生债 298.94 10 2014-12-19 6.70 22.50 - 累进 - 

14 信诚次级 287.18 10 2014-12-11 6.60 5.00 - 累进 - 

14 新华债 198.46 10 2014-11-19 5.60 40.00 AAA 累进 中诚信 

14 泰康债 185.15 10 2014-06-27 5.90 30.00 AAA 累进 中诚信 

14 华夏次级债 285.15 10 2014-06-27 6.90 22.00 - 累进 - 

13 大都会 376.97 10 2014-05-08 8.00 8.00 AA+ 累进 中诚信 

14 中邮次级 - 10 2014-03-31 - 15.00 - 固定 - 

14 平安寿 138.24 10 2014-03-05 5.90 80.00 AAA 固定 中诚信 

13 长城人寿债 169.84 10 2014-01-10 6.30 1.53 - 累进 - 

13 人寿保险债 - 10 2013-12-23 - 60.00 - 固定 - 

13 人保 01 147.15 10 2013-06-17 4.95 160.00 - 累进 - 

12 人寿 02 99.28 10 2012-11-05 4.58 100.00 AAA 累进 中诚信 

12 中英次级 223.89 10 2012-09-10 5.70 10.00 - 累进 - 

12 太平人寿债 122.36 10 2012-08-20 4.58 75.00 - 累进 - 

12 新华债 131.42 10 2012-07-18 4.60 100.00 AAA 累进 - 

12 人寿 01 137.47 10 2012-06-29 4.70 280.00 AAA 累进 中诚信 

12 平安债 162.34 10 2012-05-30 5.00 90.00 AAA 累进 中诚信 

11 太平人寿债 202.91 10 2011-12-21 5.50 80.00 - 累进 - 

11 人寿债 170.82 10 2011-10-26 5.50 300.00 AAA 累进 中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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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信泰次级债 - 10 2011-09-30 - 2.00 - 固定 - 

11 平安债 181.60 10 2011-09-29 5.70 40.00 - 累进 中诚信证券 

11 新华债 181.60 10 2011-09-29 5.70 50.00 AAA 累进 中诚信 

11 生命人寿 02 - 10 2011-09-28 - 7.00  固定 - 

11 生命人寿 01 - 10 2011-09-06 - 6.00  固定 - 

11 阳光人寿债 202.00 10 2011-06-28 5.90 20.00  累进 新世纪 

11 华夏次级债 255.87 10 2011-06-20 6.50 3.00  累进 - 

11 泰康 02 155.89 10 2011-06-01 5.39 10.00 AAA 累进 中诚信 

11 泰康 01 156.83 10 2011-05-27 5.39 10.00 - 累进 中诚信 

09 阳光人寿债 152.20 10 2009-07-20 5.00  - 固定 - 

08 合众 04 229.99 10 2008-07-31 6.74 1.00 - 浮动 - 

08 合众 03 230.26 10 2008-07-28 6.74 1.50 - 浮动 - 

08 合众 02 245.46 10 2008-06-17 6.79 2.50 - 浮动 - 

08 合众 01 277.49 10 2008-04-08 6.82 6.00 - 浮动 -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注 1：利差根据发行利率计算所得 

注 2：期限为总期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