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冷翠华

记者获悉，银保监会财务会计部（偿付能力监管
部）近日就偿付能力数据不真实问题对5家保险公司
进行通报，包括2家财险公司和3家寿险公司。

根据通报，5家险企皆涉及一个共性问题——少
计提最低资本，导致偿付能力充足率虚高。业内人士
认为，偿付能力事关险企履行义务的能力，与消费者
权益保护密切相关，险企必须确保数据真实，并进行
持续有效提升。

部分险企少计最低资本超亿元

根据银保监会的通报，5家保险公司皆存在少计
提最低资本的情况，其中1家险企同时存在虚增和虚
减偿付能力充足率的情况，1家险企少计最低资本、多
计认可资产。

具体来看，2017年三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中，诚泰
财险对车险业务、部分私募基金、部分企业债等共少
计提最低资本2989.67万元。

国华人寿在2017年三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中，对部
分信托计划、重大疾病保险等少计提最低资本
16878.19万元。

中华联合财险在2017年三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中，
应收保费交易对手违约风险最低资本少计1.8亿元；
在2016年四季度和2017年三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中将
部分质押的定期存款确认为认可资产，且未计算信用
风险最低资本，少计最低资本645.57万元，多计认可
资产3485.9万元。

珠江人寿2017年三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中，因6个
不动产项目的最低资本计算错误造成偿付能力充足
率虚增，4个未上市股权项目计算错误造成充足率虚
减，考虑二者的抵消影响，此次偿付能力报告最低资
本少计18267.19万元。同时，该公司对某产品进行负
债评估时，使用退保率假设有误，导致准备金负债少
计提6.15亿元。

弘康人寿2016年四季度、2017年一季度偿付能力
报告中部分资产管理产品错误适用固定收益类资产
管理产品风险因子，最低资本分别少计415万元、420
万元。

银保监会表示，偿付能力数据不真实，不利于风
险防控。保险公司要引以为戒，举一反三。确保偿付
能力数据真实准确，持续提升偿付能力工作质效。

险企须多举措提升偿付能力

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最低资本是
指基于审慎监管目的，为使保险公司具有适当的财务
资源应对各类可量化为资本要求的风险对偿付能力
的不利影响，所要求保险公司应当具有的资本数额。

同时，保险公司的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即核心
资本与最低资本的比值，衡量保险公司高质量资本的
充足状况；保险公司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即实际资
本与最低资本的比值，衡量保险公司资本的总体充足
状况。险企若少计最低资本或者多计核心资本/实际
资本，相当于缩小分数的分母，扩大分数的分子，计算
结果就会较大，造成偿付能力充足率虚增。

龙湾湖智库首席经济学家陈辉对《证券日报》记
者分析道，险企偿付能力数据不真实，主要可能有两
方面原因，一是专业性欠缺，对部分规定理解不到位，
导致采用错误的计算方法；二是部分险企可能面临偿
付能力充足率预警的情况，为了满足监管要求而进行
人为调整。

陈辉表示，偿付能力监管是保险公司监管体系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有密切关系，
关系着保险公司是否有能力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
监管部门对险企偿付能力的监管也越来越重视，监管
越来越严格。险企开展某些业务，需要满足对应的偿
付能力充足率要求。同时，当险企的偿付能力预警或
者偿付能力不达标时，监管机构将采取相应的措施，
例如，某一家偿付能力不达标的险企自2021年便被暂
停了车险新业务。

普华永道中国金融行业管理咨询合伙人周瑾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数据真实性是偿付能力与风险
监管的基础，数据失真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扰乱金融
秩序，对金融监管体系造成不良影响。基于统一的监
管规则计算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及其他综合风险管理
指标，是衡量保险公司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也是消
费者购买保险的重要参考依据，监管机构对数据质量
及相应的监管指标非常重视。

在偿二代二期工程规则下，险企普遍面临更大的
偿付能力压力，提升偿付能力是重要且紧迫的任务。
周瑾表示，险企的偿付能力包含偿付能力充足率这一
定量指标和风险综合评级这一定性指标，无论哪个指
标背后，都和公司治理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股东的资
质和持续出资能力、三会一层的尽职履责和有效运
转、内控机制的完善程度、战略方向和业务模式的稳
健程度等，最终都会体现在偿付能力充足率和风险综
合评级之上，并进而影响险企的偿付能力。

因此，保险公司要提升偿付能力，在定量指标
方面，要多渠道寻求资本补充，同时要走资本集约
型的发展路径，充分评估不同业务结构和不同投资
策略的风险回报水平，做好资本优化配置，提升资
本使用效率，从而在既定的业务规模下优化偿付能
力 。 例 如 ，根 据《保 险 公 司 偿 付 能 力 监 管 规 则
（Ⅱ）》，针对专属养老保险产品的长期性特征和风
险实际，对长寿风险最低资本给予10%的折扣；为
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对保险公司投资
的绿色债券的信用风险最低资本给予10%的折扣；
为贯彻科技自立自强的决策部署，对专业科技保险
公司的保险风险最低资本给予10%的折扣等。险
企可以根据监管规定，研究优化负债端的业务结构
和资产端的投资资产。在定性指标方面，险企需要
完善公司治理，优化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体系，提
升风险综合评级结果。

五险企偿付能力
数据不真实被通报
少计最低资本是“通病”

本报记者 彭 妍

在利率下行市场背景下，能够
为投资者锁定长期稳定收益的固
收类理财产品受到不少投资者关
注。从近期各银行以及理财子公
司新发产品的情况来看，固定收益
类产品的数量较多。

多家银行理财经理建议，利率
下行趋势下，可提前配置固定收益
类产品锁定长期利率。

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
言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今年
的市场环境下，权益型资产波动较
大，投资者风险偏好大幅下降，更
偏好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

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是主要
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资产的理财产
品。《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
办法》规定，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
投资于存款、债券等债权类资产的
比例不低于80%。

固定收益类产品依旧是目前
银行理财最主要的产品类型。

具体来看，10月份全市场新发
行固定收益类产品1884只，占比
96.3% ；混 合 类 产 品 68 只 ，占 比
3.5%；权益类产品5只，占比0.3%。
另外，理财子公司10月份新发行产
品中，固定收益类、混合类和权益
类产品分别为652只、30只、2只，占
比分别为95.3%、4.4%、0.3%。总体

来看，新发行固定收益类产品占比
仍保持高位。

从业绩比较基准来看，10月份
新发行理财产品中，固定收益类和
混合类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
分别为3.98%、4.48%，其中混合类
产品平均业绩比较基准较9月份提
升0.1个百分点，固定收益类产品平
均业绩比较基准基本保持稳定。

此外，较长期限的固定收益类
产品利率优势较为明显。数据显
示，2022年10月份新发行理财产品
中，1-3个月、3-6个月、6个月-1年、
1-3年、3年以上期限产品的平均业
绩 基 准 分 别 为 3.65% 、3.69% 、
3.94%、4.32%、5.09%，其中3年以上

期限产品平均业绩基准较9月份提
升0.12个百分点，其余期限产品平
均业绩比较基准基本保持平稳。

记者在银行走访中发现，无论
是投资者还是银行客户经理，都倾
向于选择或推荐一些具有低风险、
长期限特征的固定收益类产品。

多家银行客户经理告诉记者，
“市场波动影响了银行理财产品净
值，叠加降息等因素，理财产品收
益率有所下调，投资者风险偏好也
下降了，因此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
更好卖。”

“在市场波动下，很多投资者
更希望能够锁定长期收益，因此中
长期的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深受

投资者的青睐。”某银行客户经理
对记者表示，以往选择低风险产品
的往往是老年客户，现在很多年轻
客户也倾向于这类产品。

另外，大多数记者走访对象均
表示由于各类理财产品的收益率
不断走低，所以更愿意选择稳健、
低风险的产品。

有专家提醒，尽管固定收益类产
品的风险较低，但固定收益并不等同
于没有风险，实际上大部分固定收益
类产品都有风险，包括市场风险、信
用风险、杠杆风险等。但相较于主要
投资股票的权益类产品，固定收益类
产品的风险较小，收益较为稳定，能
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市场波动。

低风险长久期产品走俏 银行固收类理财产品占比超九成

本报记者 李昱丞

布局多年之后，比亚迪盐湖提
锂向投产迈出重要一步。

11月3日，盐湖股份在接受机
构调研时透露，比亚迪在盐湖中试
基地进行中试，进展顺利，已生产
出合格碳酸锂产品。

真锂研究首席分析师墨柯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如果项目中试
之后能实现年产3万吨电池级碳酸
锂，比亚迪能够获得低价碳酸锂，
降低电池生产成本。

产出合格碳酸锂产品
加快推进项目落地

比亚迪在盐湖提锂方面早有
动作。2010年，比亚迪参股中国最
大的盐湖锂矿扎布耶盐湖，投资了
西藏扎布耶锂业18%股份。

2017年1月份，比亚迪与盐湖
股份成立合资公司盐湖比亚迪，计
划投资48.49亿元，建设3万吨/年电
池级碳酸锂项目。

彼时比亚迪称，公司在盐湖提
锂吸附剂制备技术上取得重大突
破，掌握了从盐湖卤水中提锂的锂
吸附剂的制备技术，该科研突破是
盐湖商业化提锂的关键。

按照盐湖股份方面的说法，比
亚迪中试装置使用比亚迪自有的
盐湖提锂技术，相关中试由比亚迪
主导在盐湖中试基地进行。

当前，新能源汽车、储能等领

域的高速发展拉动对上游锂资源
的 需 求 ，锂 盐 价 格 居 高 不 下 。
Wind数据显示，截至 11月 4日，
99.5%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为56.15
万元/吨，同比上涨189.43%，价格
再创历史新高。

在此背景下，盐湖比亚迪3万
吨电池级碳酸锂项目对于比亚迪
供应链稳定和安全具有特别的意
义，多年来也是投资者关注的重
点。在互动易平台上，常有比亚迪
投资者询问项目进展情况。

盐湖股份近日在接受机构调
研时透露，在产出合格碳酸锂产品
后，目前比亚迪正在针对中试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优化和完善，后
续比亚迪将与盐湖股份一起共同
加快推进该项目落地。

“比亚迪盐湖提锂这一进展，
意味着其未来有望依靠盐湖提锂
解决部分锂资源需求问题，从而提
升自身锂电池生产资源保障程度，
并有效控制上游原材料成本。”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积极开发盐湖提锂技术
碳酸锂供应量逐年走高

近来，锂资源的供应问题备受
外界关注。11月3日，中矿资源、盛
新锂能、藏格矿业收到加拿大创
新、科技和经济发展部的通知，因
未通过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关键矿
产投资的安全审查，被要求在90天

内放弃在加拿大三家关键矿产公
司的权益。三家矿产公司均与锂
资源密切相关。

在国外锂矿资源供应不确定
性加大的背景下，盐湖提锂有望部
分承担起保障国内锂资源供应安
全的重任。

从市场表现也可见一斑，11月
4日，盐湖提锂板块涨幅居前，久吾
高科、西藏城投、盐湖股份、西藏珠
峰、西藏矿业涨停，蓝晓科技、科达
制造、赣锋锂业、比亚迪等涨幅超
4%。Wind盐湖提锂指数的11只成
份股全线上涨，指数涨幅达8.54%。

公开资料显示，全球锂资源供
应以硬岩型锂矿及盐湖卤水为主，
矿石提锂与盐湖提锂相互补充、各
有所长。根据中国矿产资源报告，
我国锂资源结构中，卤水盐湖占比
81%以上，锂资源结构以盐湖为
主。西南证券研报认为，长期看，
我国若希望摆脱锂资源束缚，仍需
全力攻坚盐湖提锂技术。

在成本方面，盐湖提锂具有一
定优势。国海证券研报指出，根据
百川盈孚统计，我国以锂精矿为原
料进行提锂的总成本在24.6万元/吨
左右，而以盐湖卤水作为直接锂源

进行提锂的成本约为7.9万元/吨。
“包括比亚迪、盐湖股份在内

的很多企业都在积极开发盐湖提
锂技术，加快青藏高原盐湖锂资源
的利用，这几年国内盐湖碳酸锂的
供应量在逐年走高。”墨柯认为，盐
湖提锂的发展有利于加大锂资源
的国内供应量，降低进口需求。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盐湖提锂
工作的进展将推动我国锂电产业
自主性进一步提升，自主发展的能
力将会进一步增强，对于整个市场
具有积极意义。”

比亚迪盐湖提锂迈出重要一步
专家：锂电产业自主性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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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
速度很快，取得产销两旺的成果，
发展势头处于全球领先状态。当
大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车企弯道
超车的绝佳时机时，却发现产业链
上游锂资源十分紧张。我国新能
源汽车产业会不会出现锂资源“卡
脖子”难题？

根据中汽协最新发布的数据，
2022年1-9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
别达到471.7万辆和456.7万辆，同
比增长1.2倍和1.1倍。11月3日，龙
头公司比亚迪与广汽集团同时发
布产销快报，前10个月新能源汽车
产销均实现倍增，尤其是比亚迪前
10 个 月 新 能 源 汽 车 累 计 销 量
139.79万辆，同比增加233.92%。

与此同时，动力电池的需求也
出现急速增长，据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于11月1日发布的最
新全球动力电池统计数据，今年三
季度，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达
137.9GWh，环比增长27%。宁德
时代三季度装机量48.9GWh，环比
增长三成，创今年单季度新高，市
占率稳居全球首位；比亚迪装机量
超越LG新能源，跃居第二。

相比整车企业、动力电池企业
的全球顺利推进，上游锂矿资源的
供给企业却面临着两大考验：

一是国内锂矿的使用瓶颈主
要在于性价比低、开发成本高。我
国锂资源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目前
已探明的中国锂矿储量在全球排
名第五，不过，由于分布面积广、分
布不均、纯度低，致使开采成本高、
难度大，高原供电也是问题。

二是锂矿公司的海外开采出现
变故，西方国家开始不断限制、打
击、阻挠我国锂矿企业。最典型的

就是近日加拿大工业部以所谓国家
安全为由，要求中矿资源、盛新锂
能、藏格矿业三家中国公司剥离其
在加拿大关键矿产公司的投资。

由于锂矿与电池厂、车企之间
的供给错配，带动电池级碳酸锂报
价水涨船高，自2022年9月13日突
破50万元/吨后，一路攀升至11月3
日的57万元/吨。碳酸锂价格飙
涨，反过来又为动力电池企业和整
车企业带来成本压力，最终传导给
新能源汽车消费者。

看似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实
则并非如此！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
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
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
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
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笔者认为，从稳定锂电池产业

链、供应链入手布局，我国新能源
汽车就不会遭遇锂矿“卡脖子”难
题。在保障锂矿资源安全方面，既
要加强国内锂资源的开发，也要布
局锂离子电池全球回收体系，同时
仍要加强与资源国的战略合作。

首先，高效投资，规避投机。
国内锂矿主要分布在青海西

藏地区的盐湖、江西地区的锂云母
矿、四川地区的锂辉石矿等地区，
藏格矿业、西藏矿业、永兴材料、江
特电机、盛新锂能、融捷股份等上
市公司在相关地区均有布局。加
强国内锂资源开发力度，需要在锂
矿资源丰富地区加强电力、设备等
基础设施，完善相关制度，提升国
内锂矿开发产能。当然，投资并非
投机，尤其是中下游的电池厂和整
车厂的“向上投资”，以阻断锂价持

续上涨，这种用高昂成本做“自毁
式”避险能否持续不得而知。

其次，加强研发，加快技术攻关。
相对于欧美发达的汽车工业和

化学工业、较强的基础研究能力，我
国亟须关键技术上的突破。一方
面，加强电池制造技术和制造工艺
创新，提高良品率、降低生产成本；另
一方面，在锂矿开采及提炼上，加大
研发投入，加强化学、物理、材料等基
础研究能力建设。在废旧锂电池的
回收方面，不但要在拆解工序、提炼
金属元素等方面进行技术突破，还
需要出台行业标准细则，唯有形成
规模效应才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笔者认为，锂电企业品牌或有2
年至3年的发展窗口期，在这个窗口
期内完成一系列的布局，核心关键词
就是“要快”，要快速扩充产能，要快
速研发迭代技术，要快速完善供应链
稳定产业链，要快速补充培育人才。

决不能让锂资源卡住新能源汽车的“脖子”

本报记者 李昱丞
见习记者 李雯珊

11月4日，备受瞩目的华为开
发者大会2022拉开帷幕，此次大会
以“创新照见未来”为主题，大会将
带来哪些值得期待的新技术？鸿
蒙生态圈进展如何？

华为常务董事、终端BG CEO、
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 CEO余承东
在会上表示：搭载HarmonyOS的华
为设备已达3.2亿台，较去年同期增
长113%；鸿蒙智联产品发货量超
2.5亿台，较去年同期增长212%；携
手开发者步入鸿蒙生态快车道，开
发者超 200万，鸿蒙智联伙伴超

2200位，HarmonyOS原子化服务超5
万。HMS Core（华为移动核心服
务）开放API达25000，海外Top3000
应用集成率达80%。

“围绕五大场景，以八大创新
技术为鸿蒙底座，30000+API为鸿
蒙砖块，全链路自研开发套件为
鸿蒙工具，构建鸿蒙世界。华为
希望与全球开发者一起，用创新
照见未来。”余承东在开发者大会
现场表示。

据悉，华为和赛力斯联合设计
品牌AITO问界系列将在2023年第
一季度分批升级HarmonyOS 3，将
原子化服务、差异化体验、AI带入
座舱。同时，鸿蒙系统将聚焦智能

家居、智慧办公、影音娱乐、智慧出
行、运动健康五大场景，联合生态
伙伴持续扩大鸿蒙生态圈。

华为终端BG首席运营官何刚
在现场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

“只有持续创新的操作系统，才能
打造一个有生命力的生态。鸿蒙
最核心的分布式能力让设备连接
成超级终端，带来多机位模式、跨
应用取色、多设备通信共享、超级
中转站等创新体验，并且有效提升
分布式设备的数据安全。”

“鸿蒙生态已经初具规模。鸿
蒙系统已然成为业内第三大移动
操作系统，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苹
果IOS系统、谷歌安卓系统的市场

封锁格局。”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
张孝荣向记者表示。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华为将持
续贡献，与行业伙伴、开发者共建
OpenHarmony 开 源 生 态 。 目 前 ，
OpenHarmony开源项目位居Gitee指
数第1名，已有5000+社区代码贡献
者、76款通过兼容性测试的开发板/
模组、23个软件发行版、79款商用
设备，是当前码云平台上代码和社
区最活跃的开源项目。

何刚表示，2023年将发布Har⁃
monyOS 4，同时近年来轻量化服务
已经逐渐成为了应用生态的重要
组成部分。鸿蒙将带来六项能力
的创新和升级，分别是分布式能

力、原子化服务、AI、地图、音视频、
隐私安全。

2019年HarmonyOS正式发布并
开源核心代码；2020年鸿蒙智联面
向硬件生态伙伴全面开放；2021年
手机及多种智能终端全面搭载Har⁃
monyOS 2；2022 年 发 布 Harmon⁃
yOS 3，通过五大场景体验持续进
化，鸿蒙生态更加成熟。2021年10
月份，华为宣布搭载鸿蒙设备超1.5
亿台，如今已超3亿台，一年时间实
现翻番。

“未来或将有更多开发者加入
鸿蒙生态，为更多场景赋能，华为
鸿蒙生态体系持续完善。”东亚前
海证券相关分析师认为。

华为开发者大会2022开幕 鸿蒙生态圈持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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