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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上半年财产保险行业信用观察 

金融机构部 何泳萱 

2018 年上半年，国内新车销量维持缓慢增长，同期受商车险费改深化影响，

产险公司车险保费增速同比下滑；但得益于宏观经济持续增长和政策支持等因

素，非车险业务仍保持快速增长，在产险公司保费收入中占比继续提升，并推动

了产险公司整体保费收入增速的小幅提升。在商车险费改深化的影响下，财产保

险行业市场高强度的竞争态势延续，行业综合费用率持续面临上升压力，同时，

保费折扣力度加大导致保费充足率下滑，部分定价能力较弱的产险公司赔付率走

势亦出现拐点，不同产险公司经营业绩持续分化。未来，部分中小险企或逐步退

出车险市场，走向差异化深耕的发展路径。投资业务方面，2018 年上半年度，

保险行业对权益类资产的配置下降，债券配置略有上升，同时进一步向高收益的

债权投资计划、资产管理产品、信托计划等另类投资产品倾斜；受股票市场震荡

下行影响，保险行业投资收益整体下滑，盈利压力普遍增大。 

从债券发行情况看，2018 年上半年，财产保险行业共新发债券 2 支，随着

监管对险企发行资本补充债券的放开，目前已有 7 家主体在公开市场发行了资本

补充债券，其中 5 家信用等级为 AAA 级，1 家为 AA+级，1 家为 AA-级。发行

利差呈现发债主体信用等级与发行利差同向变化情况，符合市场规律。级别调整

方面，公开市场已发债企业未发生主体信用等级调整情况，行业内主体信用质量

保持稳定。 

 

一、 行业运行数据与点评 

2018 年上半年，国内新车销量增速维持缓慢增长态势，同期受商车险费改

深化影响，产险公司车险保费增速同比下滑；但得益于宏观经济平稳增长和政策

支持等因素，非车险业务仍保持快速增长，在产险公司保费收入中占比继续提升，

并推动了产险公司整体保费收入增速的小幅提升。 

财产保险行业属于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具有很强的公众性和社会性。该行

业以车险、企业财产险、保证保险等为主的产品结构使其具有较强的周期性特征，

且与汽车行业的走向尤为相关。2017 年，我国宏观经济数据企稳，国内生产总

值同比增长 6.9%，同比上年加快 0.2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6%，增速比上年同期提升 0.6 个百分点。同期，我国汽车产销量同比分别增长

3.19%和 3.04%，同比下降 11.27 个百分点和 10.61 个百分点；在 2016 年产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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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较高的情况下，汽车产销增速呈放缓态势，加之商业车险二次费改的推进，车

险保费增长面临诸多不利因素，但得益于汽车保有量的增长，车险保费收入稳中

有增。与此同时，得益于宏观经济企稳和政策支持，2017 年产险公司非车险业

务实现较快增长。保监会统计数据显示，在车险业务稳中有增和非车险业务快速

发展的拉动下，2017 年，产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为 10541.38 亿元，同比增长

14.34%，增速较上年同期上升 4.33 个百分点。 

2018 年上半年度，我国宏观经济延续增长态势，国内生产总值（GDP）增

速 6.8%，较上年同期下降 0.1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

较上年同期下降 0.2 个百分点。在车险业务增长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得益于宏观

经济平稳运行和政策支持，2018 年上半年产险公司非车险业务仍保持快速增长，

支撑了产险公司整体保费收入的较快增长，银保监会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上

半年度产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为 6024.18 亿元，同比增长 14.18%，增速较上年

同期提升 0.28 个百分点。 

图表一、 2008 年以来我国财产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及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 Wind 

随着行业监管不断放开，财产保险公司数量持续增长。截至 2018 年 6 月末，

全行业共有 87 家产险公司，其中中资产险公司 65 家，保费收入占比 98.21%；

外资产险公司 23 家，保费收入占比 1.79%。2018 年上半年，全行业新增产险公

司 2 家，均为中资产险公司。从新设公司来看，2018 年 1 月，由甘肃省公航旅

集团作为主发起人，联合中国铁建投资集团、名城地产（福建）有限公司、兰州

兰石集团有限公司、白银有色集团等 8 家企业发起的黄河财险在甘肃省兰州市成

立，黄河财险为甘肃省首家全国性法人保险机构，将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在

工程保险、货运保险、信用保证保险等方面形成竞争优势。同期，太平科技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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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太平科技是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与浙江省人民政府达成共识，9 家股东发

起设立的中国第一家专业科技保险公司，重点培育“四个专注”的经营特色，即

专注科技企业、专注科技风险管理、专注产品创新、专注政策导向。 

从市场集中度来看，2018 年上半年，财产保险业原保费收入排名前五的公

司市场份额为 73.47%，与 2017 年的 73.45%基本持平。从前三大产险公司运营

情况来看，2018 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人保财险”）

和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太保财险”）保费收入增速较上年

提升，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平安财险”）原保险保费收入增

速有所下滑；三家公司的保费收入增速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市场占有率由 2017

年的 63.49%升至 63.76%。整体而言，随着商车险费改的持续深化，前三大险企

竞争优势进一步凸显，财险市场呈现强者恒强的局面。 

图表二、 2017 年及 2018 年上半年度前三大产险公司运营概况 

企业 

2017 年 2018 年上半年度 

原保险保费收入

（亿元） 

保费收入

增速（%）

市场占有率

（%） 

原保险保费收入

（亿元） 

保费收入

增速（%） 

市场占有率

（%） 

人保财险 3492.90 12.51 33.14 2047.81 14.20 33.99 

平安财险 2159.84 21.40 20.49 1188.78 14.92 19.73 

太保财险 1039.94 8.25 9.87 604.24 16.28 10.03 

资料来源: 银保监会，新世纪评级整理 

产品结构方面，2018 年上半年，非车险保费增速依然高于车险保费增速，

在产险公司保费收入中的占比继续提升。具体来看，2018 年上半年我国新车销

量 1406.65 万辆，同比增长 5.57%，增速高于上年同期 1.76 个百分点；受 7 月 1

日起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下调影响，消费者自 5 月以来持币待购观望，新

车销量环比连续走低，预计下半年关税下调有望带动市场销量回升。而随着商车

险三次费改的实施，车险保费增速持续面临下行压力。2018 年上半年，产险公

司车险保费收入 3793.47 亿元，同比仅增 5.54%，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 3.69 个百

分点，占产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的比例为 63%。企财险、信用保险、农险、责

任险等非车险种合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2230.71 亿元，同比增长 32.66%，增速

较上年同期上升 7.31 个百分点，占产险公司保费收入的比例升至 37%。 

从销售渠道来看，近年来，受互联网销售渠道冲击影响，电销财产险业务呈

现持续性的断崖式下滑，电销坐席人员人均产能以及人员存留受到较大影响。据

中保协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上半年，产险公司累计电销财产险保单数量 996

万单，同比下降 60.72%，保费收入 173.89 亿元，占产险公司上半年所有渠道累

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的 2.89%，较同期下降 6.59 个百分点；其中，电销车险保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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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635 万单，同比下降 68.13%，保费收入 162.28 亿元，同比下降 66.71%，业务

占比 93.32%。同期，互联网财产保险市场整体业务扭转持续负增长状态，同比

有所回暖。据统计，2018 年上半年，互联网财产保险业务累计保费收入 326.40

亿元，占产险公司上半年所有渠道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的5.42%，较同期提升0.91

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车险业务累计实现保费收入 180.35 亿元，同比增长

15.38%，扭转 2016-2017 年的持续负增长状态，占互联网保险业务比重为 55.25%，

较同期下降 10.49 个百分点；互联网非车险保持快发展态势，累计实现保费收入

146.06 亿元，同比增长 79.35%，占比升至 44.75%。 

在商车险改革的影响下，财产保险行业市场高强度的竞争态势延续，行业综

合费用率持续面临上升压力，同时，保费折扣力度加大导致保费充足率下滑，部

分定价能力较弱的产险公司赔付率走势亦出现拐点，不同产险公司经营业绩持续

分化。未来，部分中小险企或逐步退出车险市场，走向差异化深耕的发展路径。 

承保利润方面，不同产险公司的经营业绩持续分化。2018 年上半年，66 家

经营车险的产险公司车险承保盈利为 37 亿元，承保利润率仅为 1%；从各公司来

看，车险承保实现盈利的仅 12 家，合计实现盈利 81 亿元，其中，其中人保财险、

平安财险和太保财险承保利润合计达 76 亿元，而同期承保亏损的为 54 家，合计

亏损 44 亿元。中小险企由于缺乏品牌和规模效应，在商车险费改带来费用竞争

加剧的环境下，其车险业务面临的成本分摊压力进一步加大；此外，随着商车险

三次费改渐次推开，保费折扣力度加大导致保费充足率下滑，部分定价能力较弱

的产险公司赔付率走势亦出现拐点。 

整体而言，大型产险公司依托对销售网络的控制力、较强的产品设计和定价

能力，通过发挥规模优势、加强内部成本管控等方式，仍能够保持承保端实现盈

利；而部分中小型产险公司在车险保费定价继续下降的情况下，面临费用率和赔

付率共同攀升的局面，承保端利润将进一步受到挤压，未来或逐步退出车险市场；

对于中小型产险公司，避开大型公司的规模优势，进行差异化深耕成为实现承保

盈利的重要途径，不同产险公司承保业务的经营业绩将持续分化。 

2018 年上半年，保险行业对权益类资产的配置下降，债券配置略有上升，

同时进一步向高收益的债权投资计划、资产管理产品、信托计划等另类投资产品

倾斜。受股票市场震荡下行影响，行业投资收益下滑，盈利压力普遍增大。 

资金运用方面，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6 月末，我国保险行业资金

运用余额 13.39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5.14%，其中银行存款 2.14 万亿元，占比

13.65%，较年初上升 0.73 个百分点；债券 5.54 万亿元，占比 35.30%，较年初上

升 0.71 个百分点；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 1.88 万亿元，占比 11.99%，较年初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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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 个百分点；其他投资 6.13 万亿元，占比 39.06%，较年初下降 1.13 个百分点。

近年来，受股票市场低迷和“偿二代”对权益类投资的风险资本金比例要求大幅

提高影响，保险资金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等权益类资产的投资占比整体呈下降

态势，而基于相对宽松的风险资本金要求，以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为主的高利

率固定收益类产品、不动产相关金融产品等另类投资仍是保险资金增配的主要方

向，近两年其他投资延续增长态势，占比超过债券成为保险资金配置规模最大的

资产类别。 

图表三、 2016-2017 年末及 2018 年 6 月末保险行业资金运用概况 

项目 
2016 年末 2017 年末 2018 年 6 月末 

金额（亿元） 占比（%） 金额（亿元） 占比（%） 金额（亿元） 占比（%）

银行存款 24844.21 18.55 19274.07 12.92 21420.38 13.65

债券 43050.33 32.15 51612.89 34.59 55369.19 35.30

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 17788.05 13.28 18353.71 12.30 18811.6 11.99

其他 48228.08 36.02 59965.54 40.19 61272.51 39.06

合计 133910.67 100.00 149206.21 100.00 156873.68 100.00

资料来源:银保监会 

2018 年上半年，资管新规等监管政策出台、中美贸易摩擦及去杠杆等因素

对市场预期产生较大影响，债券市场利率震荡下行，信用风险加剧，股票市场震

荡下跌，保险行业投资收益率整体下滑。据保监会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 1-5

月，保险行业资金运用收益 3059.59 亿元，平均收益率 1.98%，折合年化收益率

约为 4.75%，较上年全年 5.77%的收益率下降 1.02 个百分点。其中，权益类投资

收益下滑明显，据统计，2018 年 1-5 月，保险公司证券投资基金和股票的资产收

益率分别仅为 0.67%和 2.25%，对应年化收益率分别为 1.61%和 5.40%，分别低

于 2017 年全年收益率 2.21 个百分点和 1.62 个百分点；同期，债券市场收益率出

现阶段性高点，部分保险公司抓住机会增配债券并形成一定收益，债券平均收益

率 1.84%，对应年化收益率 4.42%，高于 2017 年全年收益率 0.44 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我国财产保险行业整体信用质量稳定。从承保端来看，2018 年

上半年，得益于宏观经济持续增长和政策支持等因素，非车险业务维持较快增长，

在产险公司保费收入中占比继续提升，并推动了产险公司整体保费收入增速的提

升。从投资端来看，2018 年上半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宏观环境复杂多变等因

素影响，国内股票市场震荡下行，保险公司权益类投资收益下滑明显，对行业盈

利造成不利影响。 

 

二、 行业重要政策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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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上半年，银保监会一方面继续推进商业车险费率改革试点，扩大产

险公司商业保险自主定价权，另一方面，出台“57 号文”进一步加强对车险市

场费用监管的监管，随着“174 号文”和“57 号文”的相继出台，预计产险公司

通过提升费用率进行渠道竞争的方式将逐步转变，行业费用率继续攀升的可能性

较小 

1. 商业车险费率三次调整实施，同时在三地开展自主定价改革试点，产险

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自主定价权进一步扩大 

2018 年 3 月 15 日，中国保监会下发《关于调整部分地区商业车险自主定价

范围的通知》（保监财险[2018]61 号），提出使用中国保险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

示范条款的财产保险公司，可以申请在以下范围内拟订自主核保系数、自主渠道

系数费率调整方案，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后使用：（1）在四川保监局辖区，自主核

保系数调整范围为[0.65－1.15]，自主渠道系数调整范围为[0.65－1.15]；（2）在

山西、福建、山东、河南、厦门保监局辖区，自主核保系数调整范围为[0.70－1.15]，

自主渠道系数调整范围为[0.70－1.15]；（3）在新疆保监局辖区，自主核保系数

调整范围为[0.75－1.15]，自主渠道系数调整范围为[0.75－1.15]。 

具体而言，此次商业车险费率改革进一步扩大了 7 地保险公司的自主定价

权：一是在四川地区将自主渠道系数和自主核保系数浮动下限均从 0.75 下调到

0.65，二是在山西等 5 地将自主渠道系数和自主核保系数浮动下限均下调到 0.70，

三是在新疆将自主核保系数浮动下限由 0.85 下调至 0.75，自主渠道系数保持不

变，浮动下限仍为 0.75。预计中短期内，第三次商车险费改将从现有 7 个试点地

区逐步推广至全国。 

此外，2018 年 4 月，中保协向部分保险公司下发了《关于征求自主定价改

革试点地区商业车险基准费率方案的通知》，对广西、陕西、青海三个试点地区

的商业车险基准费率进行了测算并征求意见，拟在上述三地开展商业车险自主定

价改革试点，取消两大系数调节下限。目前，陕西、广西监管部门均已针对商业

车险自主定价改革下发细则，试点将为商车险改革向国内其他地区的推广提供重

要的借鉴意义。 

图表四、 三次费改后各地商业车险最低折扣 

区域 核保系数 渠道系数 NCD 系数 交通违章系数 最低折扣

四川 0.65 0.65 0.60 -- 0.25 

山西、福建、山东、河南 0.70 0.70 0.60 -- 0.29 

厦门 0.70 0.70 0.40 --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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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0.75 0.75 0.60 -- 0.34 

深圳 0.70 0.70 0.60 1.00 0.29 

天津、河北、广西、青海、青岛 0.75 0.75 0.69 -- 0.34 

北京 0.85 0.75 0.40 0.90 0.23 

上海 0.85 0.75 0.60 0.90 0.34 

江苏 0.85 0.75 0.60 0.90 0.34 

其他地区 0.85 0.75 0.60 -- 0.38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 

2. 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商业车险费率监管有关要求的通知》，进一步遏制

保险公司对费用的恶性竞争。 

2018 年 7 月 20 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商业车险费率监管有关要求的

通知》（银保监办发〔2018〕57 号），要求除试点商车险自主定价的广西、陕西、

青海以外的所有地区，各产险公司在报送商业车险费率方案时“报行合一”， 报

给银保监会的手续费用需要与实际使用的费用保持一致，其中手续费为产险公司

向保险中介机构和个人代理人（营销员）支付的所有费用，包括手续费、服务费、

推广费、薪酬、绩效、奖金、佣金等，其中新车业务手续费的取值范围和使用规

则应单独列示。其中 9 家主要产险公司已于 8 月 1 日正式启动实施。按照“57

号文”的要求，各产险公司须向银保监会报送各个渠道、各个车型单笔业务的中

介机构手续费或个人代理人费用率的最高值及平均值等。相关政策的实施，将对

车险费用率的管控更加细致，对于遏制产险公司在费用方面的恶性竞争具有重要

作用。整体而言，随着“174 号文”和“57 号文”的相继出台，保监会持续加强

对行业费用的监管，预计行业费用率继续上升的可能性较小。 

 

三、 行业信用等级分布及级别迁移分析1 

2018 年上半年，财产保险行业共新发债券 2 支，分别为平安财险发行的规

模为 35 亿元的资本补充债券和太保财险发行的规模为 50 亿元的资本补充债券。

截至 2018 年 6 月末，财产保险行业仍在公开市场有存续债券的发行主体共计 7

家，其中 AAA 级主体 5 家，AA+级主体 1 家，AA-级主体 1 家，级别中枢较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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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主体等级分布时需剔除重复主体，即单一主体发行多期债券时只按该主体最新信用等级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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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五、 财产保险行业公开发债主体信用等级分布（截至 2018 年 6 月末） 

发行主体信用等级 存续主体数量（家） 占比（%） 

AAA 5 71.42 

AA+ 1 14.29 

AA- 1 14.29 

合计 7 100.00 

数据来源：  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2018 年上半年，财产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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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表六、 财产保险行业主体信用等级迁移情况 

       2018 年 6 月末 

2017 年末 
AAA AA+ AA AA- A+ 

AAA 5 -- -- -- -- 

AA+ -- 1 -- -- -- 

AA --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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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  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四、 行业主要债券品种利差分析2 

自 2004 年保监会放开保险公司次级债务融资渠道后，定向发行次级债务成

为保险公司主要的融资渠道之一。但相较于人身保险公司，产险公司整体资本补

充需求较少，且多通过母公司增资等方式解决，因此目前市场上发债企业数量较

少，且多通过定向发行方式募集。 

2015 年 1 月，中国人民银行与保监会联合下发《保险公司发行资本补充债

券有关事宜》，允许保险公司发行资本补充债券3。随着该政策的出台，2015 年，

财产保险行业共有平安财险、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 家主体在公开市场各

发行 1 支资本补充债券；2016 年，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阳光财

险”）、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华联合财险”）、人保财险和长

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长安保险”）4 家主体相继在公开市场各发行 1

支资本补充债券；2018 年上半年，平安财险和太保财险 2 家主体在公开市场各

发行 1 支资本补充债券。 

                                                        
2 本部分所统计债券种类均为公开发行的债券。 
3 资本补充债券适用于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保险公司或保险集团（控股）公司法人。资本补充债券是指，保

险公司发行的用于补充资本，发行期限在五年以上（含五年），清偿顺序列于保单责任和其他普通负债之后，

先于保险公司的股权资本的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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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行利差看，2018 年上半年，市场上不同等级的债券利差走势分化明显，

自 1 月下旬以来，资金面转向较为宽松的状态，债券收益率步入下行通道，进入

3 月下旬，中美贸易战进一步推动了债市上涨，太保财险与平安财险发行债券票

面利率相同，但太保财险发行债券的利差低于平安财险。 

图表七、 截至 2018 年 6 月末财产保险行业资本补充债券发行利差情况（单位：BP）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期限 
发行时主体

信用等级 

发行时债券

信用等级 
发行规模 票面利率 起息日 发行利差

2015 年中国平

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资

本补充债券 

15 平安财险 
10 年

（5+5） 
AAA AA+ 50.00 4.79 2015-07-28 134.99 

阳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资本补

充债券 

16 阳光财险 
10 年

（5+5） 
AAA AA+ 30.00 3.58 2016-08-22 89.99 

中华联合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资

本补充债券 

16 联合财险 
10 年

（5+5） 
AAA AA+ 60.00 3.65 2016-11-15 79.99 

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资

本补充债券 

16 人民财险 
10 年

（5+5） 
AAA AA+ 150.00 3.65 2016-11-23 80.49 

天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资本补

充债券 

15 天安财险 
10 年

（5+5） 
AA+ AA 53.00 5.97 2015-09-30 273.38 

2016 年长安责

任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资本补

充债券 

16 长安保险 
10 年

（5+5） 
AA- A+ 5.00 6.50 2016-12-01 351.07 

2017 年中国平

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资

本补充债券 

17 平安财险 
10 年

（5+5） 
AAA AAA 35.00 5.10 2018-01-02 158.92 

中国太平洋财

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

第一期资本补

充债券 

18 太平洋财

险 01 

10 年

（5+5） 
AAA AAA 50.00 5.10 2018-03-23 139.95 

数据来源：  Wind 资讯，新世纪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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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财产保险行业发债主体信用等级分布及主要经营财务数据（截至 2017 年末） 

发行人名称 
最新主体/
债项评级 

评级机构 
资产总额
（亿元）

股本 
（亿元）

所有者
权益 

（亿元）

已赚保费 
（亿元） 

原保费
收入 

（亿元）

原保费
收入市
场份额
（%）

净利润
（亿元）

综合赔
付率

（%）

综合费
用率

（%）

综合成
本率

（%）

核心偿付
能力充足
率（%）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AAA/稳定

/AAA 
中诚信国际 5246.53 148.29 1319.60 3097.26  3492.90 33.14 197.12 62.43 34.83 97.26 229.20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AAA/稳定

/AAA 
中诚信国际 3360.72 210.00 701.44 1882.19 2159.84 20.49 133.72 56.60 39.60 96.20 193.95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AAA/稳定

/AAA 
中诚信国际 1465.32 194.70 361.00 899.74 1039.94 9.87 38.45 59.92 38.90 98.81 239.78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AAA/稳定

/AA+ 
中诚信国际 692.10 146.40 146.60 365.59 388.29 3.68 12.93 62.26 37.65 99.91 216.68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AAA/稳定

/AA+ 
联合资信 506.06 50.88 114.99 293.75 334.59 3.17 14.12 52.93 46.70 99.63 149.00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AA+/稳定

/AA 
大公国际 2225.03 177.64 325.72 140.86  141.72 1.34 0.85 54.46 46.16 100.62 83.50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AA-/稳定

/A+ 
大公国际 55.62 16.22 7.16 28.58  29.65 -- -1.95 42.79 64.58 107.37 9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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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2018 年上半年度财产保险行业发行债券利差情况 
发行债券

种类 
发行期限
（年） 

发行时主体/债
项信用等级 

发行主体 
发行利差
（bp） 

发行起始日 

资本补充债

券 

10（5+5） AAA/稳定/AAA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58.92 2018-01-02 

10（5+5） AAA/稳定/AAA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39.95 2018-0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