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家公司率先发布一季报业绩预告
..........................................................................B1版

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SECURITIES DAILY
2021年3月3日 星期三

第45期 总第6199期今日60版

经济日报社主管主办

新闻热线：010-83251730 010-83251760

官方网站：

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媒体

创造·发现·分享
中国价值新坐标

●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235 邮发代号：1-286 ●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南路 55号顺和国际·财富中心大楼东侧 3A区 501号/502号 ● 邮编：100071 ● 定价:1.30元
● 零售价:1.5元 ● 编辑部:010-83251730 E-mail：zmzx@zqrb.net ● 广告部:010-83251716 ● 发行部:010-83251713 ●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宣工商广字第093号(1-1) 北京 上海 深圳 成都 同时印刷

本版主编：沈 明 责 编：杨 萌 美 编：王 琳
制 作：闫 亮 电 话：010-83251808

▶▶▶详见A4版
代表、委员及专家畅谈2021年全国两会十大财经热点

本报记者 冷翠华

重疾险进入新定义时代已经“满
月”。

根据银保监会通知，自今年2月1
日起，各保险公司只能销售基于《重
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
（2020年修订版）》开发的成人重大疾
病保险产品（以下简称：2020版定义
重疾险）。

和原有产品相比，各险企的新产
品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实施分级赔
付，保障责任适度提升，整体来看，大
公司的产品价格较过去略有下降，而
中小公司则在偿付能力等因素影响
下，很难再有降价空间。不过，业内
人士指出，由于保障责任的不同，不
宜将产品价格进行直接对比，消费者
选购重疾险还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情
况。

新品渐次亮相
形态变化不大

2月1日以来，大型险企率先推出
2020版定义重疾险新品，随后，中小
险企也陆续推出了相关产品，但目前
关注度较高的是大型险企的产品。

“受产品开发备案和销售节奏等因素
影响，我们还没大面积推广新产品。”
一家中小寿险公司精算负责人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

他还表示，2月1日以后险企只能
销售2020版定义重疾险，因此，到目
前为止各寿险公司理应都已推出了
新产品，否则就会面临产品“断档”的
情况。不过，有的险企可能还在酝酿
新一代拳头产品，再结合销售节奏进
行大力推广。

据明亚保险经纪研究发展部负
责人卫江山介绍，目前其代理的2020
版定义重疾险产品已经有30余款，整
体来看，最重要的变化是监管规定的
体现，水滴公司总精算师滕辉也表
示，新定义重疾险产品形态变化不
大，主要体现在重疾定义带来的变
化。

对比来看，2020版定义较之前的
旧定义有较大不同，例如，建立了重

大疾病分级体系，首次引入轻度疾病
定义，增加病种数量，适度扩展保障
范围。新产品的分级赔付机制也使
得旧定义产品在停售之前冲上微博
热搜，带动了一波销售，在旧定义产
品停售前最后一天，保险营销员为最
后“上车”的客户忙到半夜。

而从险企推出的新产品来看，也
有其自身的亮点。以某大型寿险公
司的重疾险为例，新定义的重疾险疾
病保障种类由此前的100种提升到了
120种，增加了20种中症的赔付，轻症
赔付限额同样是20%，不过病种从50
种/3次变为了40种/6次。在这样的基
础上，新产品价格比老产品价格略有
下降。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重疾定义
的变化，甲状腺癌进行分级赔付，其
风险保费也相应下降，因此，这一降
价是与保障调整相匹配的。“不同公
司的产品形态不同，很难简单地去直
接比价。价格的下降有可能是责任
的削减、预定费用的调整等因素；价
格的提高，也有可能是增加了保障范
围导致。”滕辉表示。

重疾险是健康险领域非常重要
的保险产品形态，是保险公司最重要
的保障型业务之一。据我国重疾发
生率表项目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至
2018年，重大疾病保险已为消费者提
供超过3000款产品，累计承保近2亿
人次，累计赔付约180万人次，赔付金
额超过1000亿元。目前，重疾险在健
康险业务的总保费中占比近60%。
因此，重疾定义的变化对健康险行业
也将产生重大影响。

市场明显降温
回暖需假以时日

为何2020版定义重疾险产品和
此前相比，涨价者居多？目前的市场
反应如何？

卫江山表示，新重疾险除了采用
新的重疾定义，同时也参考新的中国
人身保险业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表，
对大多数产品来说，涨价将是常态，
部分产品价格可能产品会有下降。
同时，在新政策实施之初，保险公司
大多会非常严谨地按照监管要求报

备产品，不急于进行市场推广，而是
先推出部分产品以观察渠道、客户等
各方面的反应，后续再进行产品创新
升级，形成更多产品体系，价格变化
也将逐渐体现出来。

“受偿付能力、再保压力以及长
期资产配置的压力等因素影响，中小
公司难以持续采取低价重疾策略。”
国盛证券分析师马婷婷在近日发布
的研报中指出，从中小险企较早推出
的2020版定义重疾险来看，价格整体
有不同程度的提升。“说明中小公司
价格战的底线已经达到，价格战边际
缓解，但中小公司仍具备持续的产品
吸引力。”该研报指出。

“目前重疾险不仅保重疾，附加
轻症责任已经成为标配，而且轻症很
多都是多次赔付的，有些重疾产品不
仅包含3种必含轻症还有很多其他轻
症，轻症虽然单次赔付比重疾少，但
发生率高，多次发生的情况也很多，
对重疾险的价格影响较大，所以会涨
价。”中国精算师协会副秘书长李劲
松对《证券日报》记者分析道。

目前，市场对2020版定义重疾险
的接受度如何？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2月份，受春节、产品新旧交替等
因素影响，重疾险的销售处于低谷
期，预计保险公司真正大力推动重疾
险销售要进入二季度以后。“旧重疾
险停售前，行业销售人员过度营销，
严重透支了近期的重疾险市场。”卫
江山表示，同时，无论是保险公司还
是消费者，目前大多偏谨慎。据人身
险再保险市场相关数据透露，2月份
重疾险市场规模出现断崖式下跌。

“我认为，重疾险市场回暖还需要一
些时间，并且会先从少儿重疾险市场
开始回暖。”卫江山表示。

滕辉认为，尽管短期市场波动较
大，但重疾产品仍旧是国内健康保险
市场的刚需，随着保险市场的教育程
度和保险认知程度的提升，重疾险用
户会逐渐趋于年轻化、高保额化，重
疾险将仍然是各险企重点发展的领
域。

滕辉还建议消费者在购买重疾
险时，可以更倾向于含多次给付类的
产品，但不必过于追求病种数量。

新定义重疾险“满月”记：
大公司放低身段 小公司难再降价

本报记者 张 歆

3 月 2 日，人民银行党委书记、
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国新办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0年，面对严
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银保监会和
整个银行业保险业系统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以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坚决打赢防范化解
金融风险攻坚战，努力推进金融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各项工
作迈出坚实步伐。

第一，支持国民经济迅速从停
滞下滑恢复到正常发展。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后，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当即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紧急
提供专项信贷 5.3万亿元，完成相关
保险赔付超过5亿元，全力支持打赢
疫情防控总体战、阻击战。截至
2020年末，人民币贷款比年初增加
19.6万亿元，累计对 6.6万亿元贷款
实施延期还本付息，在5个试点省市
发放应急贷款 242.7亿元，全年实现
向实体经济让利 1.5万亿元目标，有
力支持复工复产和“六稳”“六保”。

全年新增制造业贷款 2.2万亿元，超
过前 5 年总和；新增民营企业贷款
5.7万亿元，比上年多增 1.5万亿元；
健康保险赔付支出 2921亿元，同比
增长24.2%，累积了1.57万亿元长期
健康保障风险准备金。积极助力打
赢脱贫攻坚战，三年以来，全国累计
发放精准扶贫贷款 9.2万亿元，涉农
扶贫保险累计提供风险保障 3.5万
亿元。主动配合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到 2020年底 21家主要银行绿色
信贷余额达到11.5万亿元。

第二，数字化转型助力开拓普
惠金融新局面。银行业保险业加快
产品和服务创新，促进国民经济转
型升级。根据有关国际组织报告，
中国普惠金融服务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电子支付、数字信贷、线上保险
居于全球领先地位。2020年，银行
机构和保险机构信息科技资金总投
入分别为 2078亿元和 351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 20%和 27%。五家大型
银行均成立了专门的金融科技公
司，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便捷性
明显增强。 （下转A3版）

银保监会：引导理财、保险、信托等
长期资金支持资本市场发展

海底捞去年净利预计降九成 多家券商下调目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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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少鹏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即将在
北京召开。在“十四五”规划开局
之年，代表委员们汇聚一堂，就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具有
重大意义。此前公布的《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称《建
议》），明确了“十四五”期间经济
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大战略，明确
了重点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
规划轮廓已经呈现。十三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期间，将审议通过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有关量化指标将确定。

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 10 月
26日上午就《建议》稿作说明时指
出，“建议稿对‘十四五’和到2035
年经济发展目标采取了以定性表
述为主、蕴含定量的方式。编制
规划《纲要》时可以在认真测算基
础 上 提 出 相 应 的 量 化 目 标 ”。
2020年10月30日，国家发改委党
组成员、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党组
书记、局长宁吉喆表示，国家发改
委将根据建议确定的方向，进行
测算后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
出相应的量化目标和具体指标。

据有关机构预测，“十四五”
期间我国经济年潜在增长率有望
保持在5%左右，期末有望达到现
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24年
底 我 国 人 均 国 民 收 入 可 超 过
14000美元，到2025年我国中等收
入群体规模将超过 5.6 亿人。预
计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
入翻一番。“十四五”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充分考虑
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更加注重
经济结构优化，更加注重提高发
展质量和效益，明确切实可行、有
利于长远的发展指标，为新发展
阶段指引方向、稳定预期。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经济
“乘势而上”的重要阶段，《建议》
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国内市
场、深化改革、乡村振兴、区域发

展，到文化建设、绿色发展、对外
开放、社会建设、安全发展、国防
建设等12个方面明确了思路，作
出部署。即将审议的纲要草案是
对这些部署的进一步落实。同
时，为开好局、起好步，去年12月
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安排
部署了 2021 年的八项重点任务，
即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
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坚
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全面
推进改革开放、解决好种子和耕
地问题、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
无序扩张、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
出问题、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这八项任务兼顾了稳起步和
可持续、稳定性和灵活性、稳发展
和防风险的统一，强调在一些关
键点发力见效，为今后五年发展
打下良好基础。八项重点任务都
紧扣《建议》要求，前四项紧扣其
中的五大部署，即“坚持创新驱动
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加
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
体系优化升级”“形成强大国内市
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
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
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第五
项、第七项、第八项紧扣《建议》中
的“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优化国土空间布局，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
化”“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三大部署。第六项
重点任务则主要聚焦近期平台经
济和互联网金融发展中的问题，
提出了针对性措施。可以说，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认真落实《建议》
要求，是以实际行动为“十四五”
规划纲要揭幕。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在取
得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大
成果基础上，要稳扎稳打推进“十
四五”规划落地实施。要保持政
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同时针对具
体问题攻坚克难，开创性开展工
作。要冷静看待形势，增强忧患
意识，处理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和
防范化解风险的关系，努力保持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推进各项
工作任务稳步落实。

“十四五”规划轮廓已现
发展指标备受关注

3月2日，第四届进博会汽车展区智慧出行专区宣介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
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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