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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转型”是近年来保险业发展的关键
词。A股四大上市险企半年报日前披露
完毕，数字中透出不少新变化，保费增
长更有质量，投资更加注重风险管理。
在监管趋严、回归保障的背景下，险企
转型成效初显。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上半年保险业
实现保费收入 2.24 万亿元，同比下降
3.3%。在行业保费收入同比下降的情况
下，上市险企表现相对较好，保费收入
均实现同比正增长。

上半年，中国人寿、平安人寿、太保
寿险、新华保险保费收入分别为 3604.8
亿元、2745.3 亿元、1310.4 亿元、678.7 亿
元，同比增长4.2%、21.2%、18.5%、10.8%。

值得关注的是，上市险企业务结构
不断优化，尤其是经历转型“阵痛”的新
华保险和中国人寿，在通过削减低价值
率的趸交业务，提升高价值率的长期期
交业务占比后，续期拉动保费增长效应
不断显现。上半年，新华保险保费收入

增速由去年同期下降 13.8%转为正增
长，中国人寿虽然保费增速落后，但也
扭转了今年年初以来的负增长势头。

其中，中国人寿在压缩了 512.47 亿
元趸交保费的基础上，保费结构调整已
基本完成，上半年续期保费同比增长
30.3%，占总保费的比重为65.2%，同比提
升13.1个百分点。

新华保险则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先
后削减了150亿元和200亿元趸交业务，
着重发展长期期交业务，在保持总保费
规模稳定的同时，业务增长方式发生转
变。

“寿险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主要的
业务增长不是靠首年保费，而是靠续
期，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新华保险
董事长兼 CEO 万峰说，截至 6 月底，公
司 续 期 保 费 在 总 保 费 中 的 占 比 为
79.2%，而2015年这一比例仅为53%。

受资本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上半
年上市险企投资收益率同比普遍有所

下降，新华保险、中国太保、中国平安、
中国人寿总投资收益率分别为 4.8%、
4.5%、4.0%、3.7%。

虽然投资收益率略有下降，但上市
险企在投资方面日趋稳健，资产配置更
加合理多元。

“在投资策略上，我们一直本着以固
定收益为核心的理念来进行资产配
置。”新华保险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杨
征说，权益类资产具有价格波动大等特
点，公司做了适度配置并加强市场研
究，防止短期剧烈波动影响业务发展。

截至 6 月底，新华保险股权型金融
资产投资金额为 1256.2 亿元，占总投资
资产的 17.3%，较上年末下降 1.8 个百分
点。

在其他上市险企身上，这种投资理
念也得到体现。截至 6 月底，中国太保
固定收益类投资占比 83.3%，较上年末
上升 1.5 个百分点；权益类投资占比
13.2%，较上年末下降1.4个百分点。

“我们在保险投资上坚持流动性匹
配、收益匹配和期限匹配原则。”中国人
寿副总裁赵立军说，截至6月底，公司固
定收益类资产占比为 81.9%，较年初上
升1.2个百分点，主要是在上半年利率上
行时加大了长久期债券的配置，优化资
产负债匹配；权益投资类资产占比为
15.4%，较年初下降0.4个百分点，主要是
降低了股票的占比。

赵立军说，未来将重点关注债转股、
政府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继续增加固
定收益类资产占比，为获得稳定收益奠
定良好基础。

业务结构不断优化，投资更趋审慎
稳健，上市险企中报里透出的新变化契
合了当前保险业突出主业、做精专业的
要求。万联证券分析师缴文超认为，随
着保险业由粗放经营转向精耕细作，保
险公司加大市场投入和投资风险管理
力度，下半年上市险企“成绩单”将继续
改善。

续期拉动增长效应显现 投资更加稳健
—— 中报折射上市险企转型之变 新华社记者 谭谟晓 王虎云

截 至 8 月 31 日 ，除 ST 长 生 外 的
3555 家公司半年报披露，交出上半年

“成绩单”。总体看，上半年 A 股上市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约 20.81 万亿元，实现
净利润约 2 万亿元，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增速均在 10%以上。这份“成绩单”折
射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向。

公司经营质量持续向好，实体企
业业绩增速远高于金融行业。数据显
示，沪市实体行业企业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 12.1 万亿元，同比增加 13%，实
现 净 利 润 约 0.6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金融行业实现营业收入 3.4 万亿
元，同比增长 7%，实现净利润约 0.9 万
亿元，同比增长 7%。实体行业对沪市
公司整体净利润贡献占比也有所提
高，达到 41%，较去年同期增加 4 个百
分点。

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石油、
钢铁等传统中上游行业业绩增速居
前，运行规范、技术先进的上市公司竞
争优势凸显。上半年，沪市石油行业
实现营业收入 2.4 万亿元，同比增加
13%，实现净利润 696 亿元，同比增加
75%。钢铁实现营业收入 4265 亿元，
同比增加 15%，实现净利润 296 亿元，
同比增加 134%。

一批先进制造、创新科技、新兴服
务和消费企业经营业绩也快速增长。
从上交所上半年数据看，专用设备制造
业实现净利润 95 亿元，同比增加 58%；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
净利润 100 亿元，同比增加 25%；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实现净利润 83 亿元，同比
增加 36%。同时，深市 957 家战略新兴
产业公司平均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
率分别为 23.32%和 20.77%，展现出较强
的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

值得注意的是，上市公司研发力
度持续加大。深交所数据显示，上半
年深市上市公司研发费用合计 1219.06
亿元，同比增长 17.92%；研发费用占营
业收入的比重为 2.27%，较上年同期增
加 0.12 个百分点。中兴通讯、比亚迪、
京东方 A 等公司研发投入金额分别达
50.61 亿元、37.19 亿元和 36.45 亿元。

必须看到的是，在多种不确定因
素影响下，一些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遇
到一定困难。数据显示，沪市上半年
共有 149 家公司亏损，占比与去年持
平，其中多数经营净现金流为负，经营
质量有待改进。

业界认为，亏损公司在上市公司
整体规模中比例较低，但其经营情况

也反映了企业在经济结构调整中遇到
的一些实际问题，如产业升级困难、技
术创新不足、环保约束成本增加等。
总体上看，需要继续坚持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的政策导向，扶优限劣，支持企
业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加快转型升级
和资源整合，积极引入优质资产，努力
改善经营。

从上市公司半年报看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新动向
新华社记者 刘 慧

随着上市银行陆续公布中期业绩，
银行业上半年呈现出了资产质量企稳
向好、不良率有所回落的“战绩”。在国
内国际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下半年
能否延续这一态势，成为银行业面临的
考题。

从直接体现银行贷款质量的不良贷
款率来看，多数发布报告的上市银行上
半年不良率有所回落，这还是在不良贷
款认定标准提升的背景下。

“上半年，监管部门对逾期 90 天以
上的贷款也计入不良，对不良率提出了
更严格、更加明确的要求，所以短时间
内银行整体不良率略有上升。”农行行
长赵欢说。银保监会此前发布的数据
显示，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为1.86%，较上季末提高0.12个百分点。

不过，农行早于监管要求之前已将
30天以上的公司类逾期贷款全部计入不
良，还实现了上半年不良“双降”的业绩
指标。其实，包括农行在内的四大行，上
半年不良率均较2017年末有所下降。

中报显示，截至6月末，工行、农行、

中 行 、建 行 的 不 良 率 分 别 为 1.54% 、
1.62%、1.43%和 1.48%，分别较去年年末
下降 0.01 个百分点、0.19 个百分点、0.02
个百分点和0.01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股份行不良率也整体下
行，部分银行略有波动。中报显示，截
至 6 月末，光大银行不良率 1.51%，比
2017 年末下降 0.08 个百分点；兴业银行
不良率 1.59%，与年初持平；浦发银行不
良率虽然超过2%，但已连续3个季度环
比下降。

判断一家银行是否有潜在风险未暴
露，往往要分析其逾期贷款和不良贷款
的“剪刀差”，“剪刀差”较大意味着逾期
贷款里可能藏匿了部分不良贷款。

“逾期贷款跟不良贷款的差额是风
险的‘后备军’，如果清理得比较干净，
对银行后续健康发展大有裨益。”工行
董事长易会满介绍，2016 年 2 月工行逾
期贷款和不良贷款的“剪刀差”一度达
到1896亿元，现在下降了近80%。

中报显示，截至 6 月末，工行的“剪
刀差”连续 9 个季度下降至 396 亿元，建

行继续保持负“剪刀差”，中信银行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与不良贷款比较上年末
下降15.46个百分点。

对于已经发生的不良贷款，各家银
行上半年都积极采取多种方式化解处
置，并为此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
例如，工行2015年至2017年花费2050亿
元处置了6000亿元不良贷款，今年计划
投入1000亿元处置2200亿元不良贷款。

在资产质量好转的同时，越来越多
的银行提足拨备，为下一阶段的风险应
对打下基础。中报显示，截至6月末，工
行、农行、中行、建行的拨备覆盖率分别
为 173.21%、248.4%、164.79%和 193.16%，
分别较 2017 年末提升 19 个百分点、40
个百分点、6个百分点和22个百分点。

“拨备提取766亿元，和让利润增加
两三个百分点相比，哪个更能体现一家
银行的盈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这
是不言而喻的。”工行行长谷澍说。由
此，不少银行宁愿消耗部分利润，也要
提足拨备。

四大行中拨备覆盖率最高的农行表

示，高拨备是为了应对贸易摩擦的可能
影响，以及为一些僵尸企业的出清做准
备。“拨备覆盖率要适度审慎，上半年一
些风险已经考虑进去了，下半年将不会
再追求更高的拨备覆盖率。”赵欢说。

下半年，银行业的风险管理面临新
形势。建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表示，
下半年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仍将稳步推
进，货币政策保持稳健、财政政策更加
积极，金融监管在力度、方式、时机上有
所把控，这些都将对银行的经营环境产
生正面影响。

随着银行业一些关键指标逐季向
好、潜在风险逐季下降的背景下，不少
银行高管对于下一阶段资产质量走势
保持乐观。易会满称，工行不良贷款率
较低的个人贷款比重持续上升，20家分
行实现不良“双降”，潜在风险正陆续清
理干净，有信心保持今年全年的不良贷
款率稳中有降。

“充分暴露固有风险，然后积极出清
处置，可为今后银行长远可持续发展奠
定基础。”赵欢说。

资产质量企稳向好 银行业总体风险可控
新华社记者 吴雨 李延霞

（上接第1版）该县还在153个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以乡村“整洁干净、美丽宜居”为目标，确保达到

“四化”（村庄绿化、道路硬化、街巷亮化、环境美化），
“四净”（庭院干净、道路干净、街巷干净、公共场所干
净），“四整治”（柴草乱垛、粪土乱堆、垃圾乱倒、污水
乱排），搬出一方天地，还原绿水青山。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易地扶贫搬迁效果的重要论述。怎么能让搬进城里
的贫困群众居有所安、居有所养？

“在五寨，只要持有B型以上车辆驾驶证，就可以
免费参加我们的运输车司机培训。被运输公司录用
后，每个月可以收入8000元以上。”五寨县副县长苏国
平告诉记者。

作为沟通连接周边河曲、岢岚、神池等县的交通
要地，五寨县近年来重点扶持发展运输行业，不仅建
立起了庞大的“五寨司机”队伍，还发展起了住宿、餐
饮、环卫等配套服务，为贫困群众提供了多种就业渠
道，70%以上的易地搬迁进城农民都可以在县城里找
到工作。

“搬出来只是第一步。解决好个别帮扶措施不精
确、个别村容村貌较差、有的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不足
的问题，这是当前一段时间中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还必
须啃下的‘硬骨头’。”五寨县委书记张春说。

以必胜的信心攻坚克难，五寨县坚持围绕异地搬
迁1.4万人的总目标，实行住新拆旧、整沟治理、产业就
业、公共服务、权益保障“五个同步”，完善配套设施，
在搬迁后的群体中着力培育“五好”家庭、道德模范等
先进群体，带动全体贫困群众提高主动脱贫、主动致
富的意愿，五寨县下足“绣花”功夫，踩出了一条“出
路”，让贫困群众自立、自信、自强地走出土窑洞、走向
了新县城。

强信心：
干部流血蜕皮只为群众满意

“胡书记，你来了？中午到我家里吃饭吧！”“胡
书记，我家的水管漏水了，你找人帮忙去看看吧？”

“胡书记……”小河头镇小河头村第一书记胡帅走到
哪儿就会被贫困群众追到哪儿。工作谈在田间地
头，温暖送到百姓心头，常年与贫困户同吃同住同劳
动，胡帅为贫困户所付出的一切，甚至超过了自己的
家人！

“干部蜕掉一层皮，贫困群众有所期”。近年来，
五寨县统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贫困户和脱贫户、贫
困村和非贫困村同步关注，同时发展。像胡帅一样的
扶贫干部，将目光聚焦在了让所有村民共享改革发展
成果上，在提高贫困户的认可度和满意度的同时提升
了全民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产业发展引活水，易地搬迁找出路，“扶智”“扶
志”强信心。

创新方式“扶智”，强化技能培训，实施具体帮扶，
提升农民群众创业致富的本领和技能，帮助群众立
业，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靠自己的双手，有尊严
地脱贫；加强引导“扶志”，帮扶干部与贫困户结对子，
把党的政策送到贫困户的家中，帮助贫困户树立“幸
福是奋斗出来的”正确观念，解决脱贫群众发展缺乏
内生动力的问题；坚持典型示范引领“扶德”，通过强
化传统美德教育和感召，进一步弘扬自强，诚信，勤
劳，节俭，孝亲敬老，感恩奉献的新风正气。

张春说，在脱贫攻坚战中，五寨县委书记全体干
部一直是“提心吊胆”的。“提”起自己的心，是因为脱
贫攻坚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吊”着自己的
胆，是因为没有“蜕掉一层皮，下很多力”的胆量，脱贫
攻坚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现在的五寨县城乡面貌变化很大，水电路通到了
每一个村中，学校文化场所建设起来，孩子们上学再
也不用出去了。21.4个亿的投入，让五寨的路变得平
坦畅通。五寨县长张宇光告诉记者，农村道路绿化工
程马上就要开始施工了，不搞“花架子”，让老百姓切
切实实感受到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好的，这是他们的工
作目标。

高位带动、高效推动、高标准实施，举全县之力，
攻坚克难，精准识别，精准把脉，精准施策，精准落实，
五寨县脱贫攻坚蹄疾步奋！

8 月 22 日，记者在五寨县采访县委书记张春时，
他向记者提及了几组数字：2011年，他刚任县委书记
时，五寨县贫困人口有 4.7 万人，贫困发生率为 53%，
截至2017年底，这组数字变成了1.4万人和20%；2011
年，该县每年煤炭发运量为2200万吨，到2017年底则
增长至 4400 万吨；2011 年，该县全县仅有小型汽车
824 辆；到 2017 年底，该县小汽车总量已经超过了
9700辆。

值得一提的是，这几组数字是一口气从张春嘴里
说出来的，他的手头并没有那些汇报材料，甚至连一
张纸都没有。这些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折射出的
是五寨县广大干部职工务实严谨的工作作风。正是
这种作风，带领五寨百姓走上了一条脱贫致富奔小
康的道路。而那些挂在干部嘴边的数字，也成为了
五寨县脱贫攻坚的成绩单。

2016年以来，五寨县财政累计投入3.6亿元，用于
产业发展、就业扶贫、基本医疗、社会救助等，全县共
实施退耕还林2.5万亩，实施生态造林6.94万亩；累计
建设了 119 个村级卫生室，实现了医疗卫生“村村
达”……

采访时张春说：“今天上午开会时我批评了我们
的干部，脱贫攻坚是全县干部的事，不是书记县长的
事，如果扔开材料连自己做了什么工作都说不清，就
想着推卸责任，何谈完成脱贫攻坚这一政治任务？
怎么配得上是一名合格的干部？”

信口就来的数字，突如其来的“脾气”，要求扶贫
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时刻掌握贫困村脱贫
工作进展和干部的工作状况，这就是务实。听到那
一组组数字时，记者深深地觉得那是对责任的清醒
认识，对目标的清晰定位，对百姓的亲切牵挂。这样
的五寨，展现了新气象，走出了新征程！

信口就来的数字背后是一份责任
畅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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