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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显示，中邮保险
法人代表已经变更，今年3月代行董事长职责的李学军成为法人代表。

中邮保险成立12年，背靠邮政集团
这棵大树，于3年前才突破净利十亿大关，盈利能力有待提高。长期以来，
产品销售严重依赖银保
渠道带来的手续费及佣金支出激增影响净利表现，渠道价值水平有待提高。

最新财报显示，中邮保险1季度净利大幅亏损超6亿元，各项投资表现欠佳。

伴随业务扩张，资金日趋紧张，偿付能力承压明显。

摆在李学军面前的道阻且长。

高层变动 法人代表变更

中邮保险自上任董事长党秀茸离任，总经理李学军代行董事长职责后，截至
目前该公司的正式董事长任命尚未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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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中邮保险官网发布公告称，党秀茸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长
职务。

公开资料显示，党秀茸，2009年获批担任中邮保险董事、总经理；2017年6
月，获批担任中邮保险董事长。

与此同时，公司还公告称，根据相关监管规定、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决议
，将由李学军董事代为履行董事长职责。

李学军非邮政体系出身。

资料显示，2009年2月起李学军先后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教育培训
部副总经理、总经理，战略规划部总经理，战略与市场部总经理，湖南省分
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2018年4月任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总监
；2018年11月起先后任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执行董事；2021年9月任中邮保险党委副
书记；2021年11月任中邮保险党委副书记、董事、临时负责人。

李学军代行董事长一职距离其任职总经理还不足半年，其于2021年12月刚
刚任职中邮保险总经理。

李学军的到来打破了公司多年来董事长、总经理重要岗位来自邮政体系内部
的惯例。

《全球财说》发现，中邮保险2021年报中法人代表尚未变更，但在其2022
年1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中，法人代表已经变更为李学军。这是否意味着李学
军将正式履职董事长一职？

用工制度开始向市场化转型。

2月，中邮保险还对外发布招聘7名总部部门级领导的动作，也被外界视为公
司进一步市场化的体现。

今年，其另一个重大转折事件也终于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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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友邦保险携120亿入股
中邮保险，提前预定了第
二大股东席位。今年初，银保监会
关于注册资本变更和股东变更的批复正式下发。

由此，中邮保险注册资
本增至286.63亿元，堪堪超过中国人寿
成为寿险业“探花郎”，公司也由中资控股转为中外合资。

中邮保险经历增资扩股后，最新股权架构如下。

中国邮政集团
持股38.
20%，友邦保险
持股24.99%，北京中邮资管持
股15.00%，中国集邮持股12.19%，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持股9.62%。

净利水平不高 偿付能力承压

李学军当前担子其实也不轻。

2022年一季度，公司
实现保险业务收入424.95亿元，同比增长
5.12
%；净利润
亏损6.41亿元，而20
21年一季度净利润为9.61亿元，同比大幅下滑166.7%。

同时，一季度公司投资表现不佳。净资产收益率
为-2.13%、总资产收益率为-0.16%、投资收益率0.93%、综合投资收益率
为-1.23%。

实际上，公司成立12年有余，3年前净利才突破10亿元大关。

相对于整个邮政集团来讲，无疑公司10多亿的净利体量对集团净利贡献较小
。相较于其投入，中邮保险持续盈利能力仍有待提高。

2021年公司实现营收1023.18亿元，同比增长9.1%；实现净利14.03亿元
，同比增加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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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公司保险业务收入同比增长4.65%，投资收益增加33.38%，带动营
收增长。

寿险退保金较2020年同比增长279.68%，带动退保金大比例增长279.77%
；满期给付较2020年同比增长超5成，带动赔付支出扩大37.61%。

叠加手续费和佣金支出、其他业务成本
扩大综合影响下，营业支出同比增长9.46%。

营收增速不敌营业支出增速，在营业外收入增加和所得税减少作用下，实现
了净利增长。

2021年实现保险业务收入858.09亿元，同比增长4.65%。按险种划分保费
，寿险保费占总保费比例达98.62%。其中，分红保险和传统保险保费各占
寿险保费半壁江山。

从缴费划分来看，期缴首年保费难逃行业大趋势呈现下滑，去年较2020年同
比下滑2成至232.22亿元。

相比而言，期缴续期保费和趸缴保费较2020年分别同比增长15.44%和37.4
2%。

偿付能力方面，2022年1季度公司核
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和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113%和175%，均较上季度偿付能力有所提高
。

不过，报告同时表示，预计下季度偿付能力较本季度会有所下滑。

实际上，近3年公司核心偿付能力呈现下滑态势。2019-2021年，核心偿付
能力表现为161%、110%、101%。

根据银保监会网站显示，2021年末，保险业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32
.1%，平均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219.7%。细化到行业，人身险平均综合偿
付能力充足率为222.5%。

而2021年公司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01%，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56%
，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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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公司偿付能力承压早已有迹可循。

随着业务扩张，为缓解日趋紧张的资金压力，中邮保险经历了几轮增资，从
最初的注册资本5亿元攀升至如今的286.63亿元，此间还曾多次在全国银行
间债券市场发行资本补充债券。

从产品端来看，1季度中邮年年好财寿嘉养老年金保险在产品退保金额和综
合退保率方面均排名靠前。此产品退保率13.33%位列产品综合退保率第一
，退保金额2.57亿元位列产品退保规模第二。

值得注意的是，中邮年年好多多保
C款年金保险在退保规模和退保率方面前后所载信息不一致，差别较大。

图片来源：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

观察上图不难发现，产品销售均为银保渠道，这也是银行系保险公司通病，
保费严重依赖银保渠道。

根据2021年年报显示，中邮保险2021年原保险保费收入居前的5款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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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均为银保渠道。并且前五大产品保费收入合计占公司2021年保费收入的
91.89%。

中邮保险背靠邮政集团这棵大树，保费渠道结构单一，相比银行储蓄和理财
产品，单一渠道销售，保险产品面临随时被替代的压力。

严重依赖银保渠道，中邮保险佣金和手续费一直居高不下，呈现增长态势。

近5年，公司手续费及佣金支出分别为13.47亿元、17.99亿元、20.77亿元
、35.36亿元、79.02亿元。

尤其到2021年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翻倍激增，提高渠道价值水平，实现渠道转
型迫在眉睫。

内控管理仍需加强

在公司热切推进市场化改革、价值转型进程中，内控仍有疏漏，遭银保监点
名通报。

4月29日，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关于部分银行保险机构违反<
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的情况通报》。

其中，通报的3家对象中就有中邮保险。《通报》直指中邮保险存在未按《
投诉办法》统计、报告和披露投诉数据的违规行为。

经投诉督查，中邮保险在2020年度、2021年度两个年度，存在保险消费投
诉统计、报告和披露不符合《投诉办法》要求的问题。

2020年度中邮保险未将部分消费纠纷纳入投诉统计，且通过年报披露及向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报告的投诉数据远低于实际投诉量。

2021年度中邮保险未将部分消费纠纷纳入投诉统计，且向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机构报告的消费投诉数据远低于实际投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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