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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于乐城先行区的政策红利，

及“医保+商保”的创新操作机制，太平

人寿近期作为海南乐城管理局指定的

商业保险公司，推出“太平海南自贸港

全球药械医疗保险”（又名“乐城全球

特药险 2021全国版”，下称“全球药械

险”）。

这款惠民型全球药械产品，涵盖

了75种境外特药、25种境内特药，以及

CI-1600-04 人工耳蜗植入体、OPTI⁃
MIZER Smart植入式心脏收缩力调节

器等10种代表国际先进医疗水平的特

定医疗器械，将医保不报销或部分报

销的特许药品和医疗器械，通过商业

保险的补充保障功能实现费用补偿。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该产品价格

极为亲民，首年保费最低仅为39元，癌

症特定药品及特定医疗器械保障金额

累计最高可达 200万元/年。该保险让

全国人民，对那些境内外的抗癌新药、

先进的医疗器械，不仅“用得到”，也能

“用得起”。

解决消费者全球用药痛点

太平人寿全面升级出新品

今年太平人寿推出的“太平海南

自贸港全球药械医疗保险”是去年 11
月份推出的“太平海南自贸港全球特

药医疗保险”迭代升级版，“太平海南

自贸港全球药械医疗保险”在扩大新

的保障范围的同时，继续保留了前一

个版本的优势。

该产品直击国内用户的全球用药

痛点。一直以来，大病患者如果希望

使用国外新特药，面临的难题之一就

是买药难、用药贵。

而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大病患

者的上述就医需求得到解决。2013
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海南博鳌国际医

疗旅游先行区，赋予先行区进口、使用

尚未在国内注册审批的新药、药械与

设备等九条优惠政策，可概括为“四个

特许”——特许医疗、特许研究、特许

经营、特许国际交流。

去年以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出入境受到严格限制，寻求境外医

疗资源的患者面临无法或延期出境就

医的情况。不过，随着《海南自由贸易

港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条

例》的发布，在博鳌乐城，患者不出国

门就可以享受到与世界同步的创新药

械服务，实现了我国医疗领域的一大

突破，也催生了商业健康险的新机遇。

基于此，去年 11月份，“太平海南

自贸港全球特药医疗保险”正式上线，

这是全国率先以“海南自贸港”命名的

医疗商业保险产品，旨在通过对特定

药品的费用补偿，减轻消费者的医疗

负担，使全球的创新药物能够更广泛

地惠及普通百姓，提高癌症患者对新

特药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解决了国

内患者“用药难、买药贵”问题。这一

举措打通了全球特药从引进到应用的

闭环保障，推动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健

康产业链整合。

“太平海南自贸港全球特药医疗

保险”去年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国内

热议话题和“网红”产品。

今年 7月 21日，在海南省新闻办

公室、中国银保监会海南监管局、乐城

先行区管理局、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

局在海口举办海南自由贸易港博鳌乐

城全球特药险2020版情况通报暨2021
版媒体吹风会上，乐城先行区管理局

党委书记、局长顾刚在会上指出，乐城

全球特药险的推出，是博鳌乐城医疗

先行区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重

要发展思想，自贸港制度集成创新不

断向前推进，自贸港医疗早期收获更

好地惠及患者，提升广大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的具体体现。

作为全国首家推出以“海南自贸

港”命名的创新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

公司，太平人寿一直深耕于海南专属

产品的创新打造。太平人寿表示，公

司一直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坚实力量

和创新派，自2020年首次推出以“海南

自贸港”命名的创新医疗商业健康保

险产品以来，已经累计为 30多万客户

送去了全球特药保障。

首年保费最低仍是39元

累计保额最高达200万元

此次升级后的“太平海南自贸港

全球药械医疗保险”加量不加价。

随着乐城先行区政策的持续推进

和落地，太平人寿又适时推出了新一

代升级产品“太平海南自贸港全球药

械医疗保险”，在保障范围、医疗资源、

健康管理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

级，但保费并没有增加，首年保费最低

仍是39元。

保障范围、保障额度、医疗资源

的升级主要体现在，该产品在包含境

外癌症特药基础上，新增境内癌症特

药及境外特定医疗器械的保障。其

中境外特药的药品保障种类从 49 种

提升至 75 种，另外新增境内特药 25
种，境外特定医疗器械 10 种，这些特

定药械几乎代表了全球最前沿的药

械研究成果。

该产品的癌症特定药品及特定医

疗器械保障金额累计最高可达 200万

元/年，产品保障责任所定义的癌症包

含恶性肿瘤重度、轻度及原位癌，涵盖

了癌症病程的各个阶段，并且保障了

初次确诊后1年内的用药需求。

为了进一步提升客户的便捷性和

就医体验，这款产品还配套了专属的

健康管理服务。太平人寿为客户搭建

了贯穿线上线下的医疗服务，解决了

诊前、诊中、诊后的各种就医场景需

求，服务项目包括图文问诊、重疾早筛

等线上健康服务，以及特定费用直付、

质子重离子医院就医直通车等线下就

医服务。

据了解，世界排名前 30强的药械

企业中，近五分之四已经和乐城先行

区建立紧密型合作关系，超过 150 种

暂未在国内其它地区上市的创新药

械可以在乐城先行区使用，解决了国

内患者“用得到”全球创新药械的渠

道问题。

“太平海南自贸港全球药械医疗

保险”的作用，则是通过商业保险的补

偿和服务，让更多国内患者“用得起”

全球创新药械，放心便捷地享受海南

自贸港博鳌乐城先行区政策红利。

保障增10种特定医疗器械

大幅减轻患者药械费用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太平海南自贸港

全球药械医疗保险”首次新增的 10种

特定医疗器械，比如CI-1600-04人工

耳蜗植入体、OPTIMIZER Smart 植入

式心脏收缩力调节器、注射用软骨再

生胶原蛋白填充材料等，可以说都是

国际上使用率高、疗效好或创新研发

的医疗器械。

以OPTIMIZER Smart植入式心脏

收缩力调节器为例，该器械预估价格

为 210000元（具体售价以进口时医院

出具为准），对国内患者来说费用极其

昂贵，植入性心脏收缩力调节器是一

种治疗心衰的新疗法（CCM），通过在

心跳绝对不应期施加电刺激，可以在

不增加心脏负担的情况下，加强心脏

收缩力，改善心功能。这种治疗方式

可显著改善心衰患者临床症状，提高

生活质量，降低住院率和死亡率，是心

衰治疗的新进展、新方法。

目前，国内治疗心衰的主要手段

还是药物治疗，但随着患者年龄增大

以及病情发展，往往会出现药物治疗

效果不显著乃至无效的情况，心脏再

同步治疗（CRT）是一种有效治疗心力

衰竭的方法，但只适合于宽 QSR 波

（130ms）患者，本例患者 QRS 不宽（>
103ms），不适合于心脏再同步治疗。

而心衰患者患病后 5年死亡率超

过 50%，目前国内至少有 1000万以上

的心衰患者。对其中 70%窄 QRS 的

患者而言，一旦药物治疗效果不佳，

可能就将面临没有其他更好医疗手

段可用的窘境。但新的植入性心脏

收缩力调节器疗效，将为这部分患者

带来可选择的新治疗手段，改善患者

的心功能。

实际上，OPTIMIZER Smart 植入

式心脏收缩力调节器之外，其他新增

的 9种代表国际先进医疗水平的特定

医疗器械，通过商业保险的补充保障

功能实现费用补偿，大幅解决了国内

患者使用这类医疗器械的成本。

太平人寿表示，未来，公司将继续

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国民健康，通过深

化创新为客户提供更全面、更丰富的

保障和服务，为实现“健康中国”的美

好愿景做出贡献。 （CIS）

直击全球创新药械“用不到、买不起”痛点
太平人寿“全球药械险”几十元撬动百万元保障

本报记者 苏向杲

近日，银保监会披露了今年上半
年保费数据，人身险业务收入增速不
容乐观。《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后发现，
今年上半年人身险业务的保费增速和
赔付增速呈现两极分化。其中，保费
同比增速下降至0.4%，创下2019年以
来的上半年增速新低；与此同时，赔付
额同比增长24%，创出2017年以来上半
年增速新高。

多位险企人士对记者表示，今年
上半年人身险赔付增速较高，主要源
于去年赔付基数较低。保费增速放
缓，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扰动：一是受
疫情影响，居民收入不稳定性增加，消
费者对保险的购买力下降；二是险企
优化代理人队伍，代理人脱落率增高，
拉低了新单保费增速；三是惠民保等
新型产品大面积普及，虽然提升了消
费者的保险意识，但也挤压了寿险、健
康险市场需求；四是险企主推的产品
与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产品存在错位。

人身险市场环境变了

今年的人身险市场格外“难”。据
银保监会披露数据显示，今年1-6月，
人身险保费收入为21070亿元，同比增
速为0.4%。与之相比，2019年和2020
年 同 期 人 身 险 保 费 增 速 分 别 达 到
16.05%和6%。

从不同险种的贡献来看，寿险保
费大幅拉低了人身险整体保费增速。
今年上半年，寿险保费为15301亿元，
占人身险比重72.6%，同比下滑2%；健
康险保费为5136亿元，占比24.4%，同
比增长7.9%；人身意外伤害险保费633
亿元，占比3.0%，同比增长5.5%。不难
看出，今年健康险独挑大梁，增速远高
于寿险，但占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对于今年人身险业务持续低迷的
表现，多位险企管理层人士归因于供
需错配、险企转型效果未现、人力下
滑、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等诸多因素。

平安人寿董事长丁当近日在第六
届国际保险节上表示，近年来保险业
面临巨大挑战。一是保费增速急降；
二是人力下滑；三是寿险品质恶化。
在巨大压力下，大中小型寿险公司都

在寻求转型，以提升质量、迭代产品、
培养精英、科技赋能、模式变革、构建
生态。截至目前，虽然转型声势浩大，
但绩效未现，原因是“大势变了，客户
变了，时代变了”。

新华保险8月5日在上证e互动上
回复投资者提问时也表示，目前保险
业面临一些困难，股价表现也受到影
响。新华保险首席执行官、总裁李全
认为，保险业目前最大挑战是陷入“供
求错配”矛盾中，供给的模式、逻辑、思
路比较落后，无法匹配新时代的需求。

“伴随重疾险市场竞争加剧，部
分上市险企启动寿险改革，大型险
企的新单保费和NBV（新业务价值）
将持续承压。虽然部分险企通过调
整业务节奏实现了阶段性增长，但
从5年的长周期发展趋势来看，复合
增速基本处于零或负的状态。”东方
证券研报表示。

一家大型险企保险营销团队的队
长对记者表示，“今年主打中低端的团
队确实很难，营销员收入也受到波及，
加速了队伍的脱落率。”此前几年，他

所在公司中长期续期保费收入较高，
业绩表现相对较好。目前，他带领的
营销团队通过加大客户拜访量、增加
线下活动、强化老客户加保以及转介
绍等方式来获客。

在人身险业务保费增速低迷的同
时，赔付支出却大幅增长。银保监会
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人身险
赔付支出达4122亿元，同比增长24%，
是2017年以来上半年人身险赔付支
出同比增速最高的一年。

对此，资深精算师徐昱琛表示，主
要是受去年疫情的影响，一些投保人未
能去医院就医，按保险公司的理赔流
程，不少赔付支出需要医院相关证明，
导致去年上半年赔付支出较低。

头部险企市场份额下滑

在行业保费增速整体表现低迷的
背景下，头部险企的市场份额也进一
步下滑。今年上半年，平安寿险、中国
人寿、太保寿险、新华保险、人保寿险
合计实现保费收入9410亿元，占市场

份额47.6%，较2020年年末的49.04%下
滑1.4个百分点。

五大上市险企保费增速也出现较大
分化。上半年，中国人寿、人保寿险、平
安寿险、太保寿险、新华保险分别实现保
费收入4426亿元、641亿元、2702亿元、
1414亿元、1006亿元，同比增幅分别
3.41%、-4.61%、-3.72%、2.19%、3.85%。

今年上半年，依赖代理人的大型
险企业务增速普遍较为缓慢，但像信
泰人寿这种在银保、中介等渠道加速
转型的险企，业务发展相对较好。

不仅中小险企在渠道、产品、人
力、运营等方面加速转型，大型险企也
在通过转型升级以摆脱经营困境。

在近期召开的2021年上半年作会
议上，中国人寿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滨表示，下半年要聚焦发展质量，以
更大力度推进转型升级。要坚定推进
商业模式升级，升级产品服务体系，重
点在“健康险+医疗健康服务”“养老金
融产品+养老养生服务”“责任保险+社
会治理服务”“三农保险+普惠金融服
务”等方面做文章下功夫。

上半年人身险剧变：
保费增速创3年新低 赔付增速创5年新高 本报记者 彭 妍

结构性存款近期降温明显。据央
行公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6月末，中资
全国性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为6.04万
亿元，创下2017年6月份以来新低水平。

结构性存款规模的变化，从各家银
行网点近期销售的情况能够体现出
来。近日，《证券日报》记者走访北京地
区部分银行网点后发现，投资者“不愿
意”买结构性存款了，银行也“不喜欢”卖
了。与银行和投资者的态度一致的是，
监管部门一直在严格管控结构性存款，
但“假结构”现象仍然在个别银行存在。

结构性存款规模创4年新低

自去年监管部门发文要求各银行
严控结构性存款规模后，此类产品的存
量呈现不断压缩态势。尽管今年年初
曾短暂回升，但自2月份后连续5个月下
降，5、6月份规模均低于去年年末水
平。其中，6月份结构性存款规模相对
于2020年4月时的峰值已下降50.24%。

央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
末，中资银行结构性存款余额为6.04万
亿 元 ，环 比 下 降 4.89% ，同 比 下 降
44.21%，创下2017年6月份以来新低水
平。从结构上来看，大型银行个人、单
位结构性存款规模分别环比下降7.3%、
6.21%，中小型银行个人、单位结构性存
款规模分别环比下降1.88%、4.27%。

据融360数字科技研究院不完全统
计，今年7月结构性存款共发行1496只，
环比下降6.67%。其中，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1447只，美元结构性存款49只。

融360数字科技研究院分析师刘银
平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结构性存款
规模创4年新低有两方面原因。首先，
政策面仍在引导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
下降，推动银行负债成本、实体经济融
资成本下降；其次，银行也在主动下调
结构性存款量价水平，控制揽储成本。

结构性存款曾是银行高息揽储的
重要工具，但目前与其他金融产品相比
而言，结构性存款利率已然不占优势。
据融360数字科技研究院监测数据，7月
份新发行的人民币结构性存款平均预
期最高收益率为3.57%，环比下跌2BP，
同比下跌18BP。

“结构性存款利率下滑，主要是因

监管加码和央行压降利率。”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
林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存款利率整体下调背景下，结构
性存款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在持续减弱。

“目前购买结构性存款、银行理财
产品的客户越来越少了。”一家股份制
银行理财经理对记者表示，大多数客户
会选择将资金投向收益更高的理财领
域，稳健保守型客户转向购买保险产
品，激进型客户转向购买基金。

中信证券研究所副所长、首席FICC
分析师明明也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今年监管部门限制高息揽储的态度十
分明确，意在降低商业银行负债成本，为
服务实体经济提供空间。预计后续结
构性存款规模增长空间有限，甚至会继
续下滑，在存款中的占比也将维持低位。

理财经理推销仍称“保收益”

今年，银保监会正式对假结构性
存款开出罚单。7月16日，银保监会针
对4家金融机构开出近3亿元罚单。除
了理财、同业为处罚重点外，有3家银行
被罚原因中包括结构性存款问题。其
中，民生银行涉及发行虚假结构性存款
产品；浦发银行涉及为无衍生品交易资
格的机构发行结构性存款提供通道以
及结构性存款未实际嵌入金融衍生品；
交通银行涉及结构性存款产品衍生品
交易无真实交易对手和交易行为。

虽然监管机构三令五申，但仍有银
行网点在销售假结构性存款产品。《证
券日报》记者了解到，部分银行的结构
性存款产品将挂钩的衍生产品行权条
件设置为几乎不可能触发事件，使结构
性存款从名义上的浮动收益产品变为
事实上的固定收益产品，投资者基本都
能拿到中间档收益。

例如，一家股份制银行目前在售的
结构性存款产品共有6款，均是三层收
益结构，挂钩的衍生品主要以欧元/美
元即期汇率为主。该行理财经理对记
者介绍称，这几款产品一般都能按中档
收益兑付，低档利率在以往没出现过。

明明建议，“未来监管部门应进一
步明确‘假结构性存款’的含义和禁止
行为，加大对银行监管力度和对违规为
处罚力度，还要加大对金融机构及投资
者的风险合规教育。”

银行结构性存款销售遇冷
“假结构”变相揽储仍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