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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一）公司简介和报告联系人 

公司名称：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类别及上市地点：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H 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及代码： A 股 中国平安 601318 

 H 股 中国平安 2318 

法定代表人： 马明哲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三路星河发展

中心办公 15、16、17、18 层 

经营范围： 投资金融、保险企业；监督管理控股投资企

业的各种国内、国际业务；开展资金运用业

务。 

报告联系人： 陈月 

办公电话： 0755-22626430 

传真号码： 0755-82431029 

电子信箱： chenyue921@pingan.com.cn 

（二）股权结构及股东 

有关本集团的股权结构及股东情况已在本集团 2017 年中期报告中披露。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集团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不存在控股股东，也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四）子公司与合营企业 

有关本集团的子公司与合营企业的基本情况已在本集团 2016 年年度报告与 2017 年中期

报告中披露。 

（五）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有关本集团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已在本集团 2017 年中期报告中披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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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指标 

指标名称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6 月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监管规定>=50%） 204.8% 201.0%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百万元） 759,540 668,519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监管规定>=100%） 211.1% 210.0%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百万元） 545,227 487,154   

保险业务收入（百万元） 341,390 256,873 

净利润（百万元） 49,093 46,30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百万元） 43,427 40,776 

净资产（百万元） 532,698 486,461 

最近一期的风险综合评级 不适用 不适用 

三、实际资本 

指标名称（单位：百万元）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实际资本  1,035,854   929,883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949,146   837,138  

核心二级资本  55,708   52,745  

附属一级资本  31,000   40,000  

附属二级资本 -   -    

四、最低资本 

指标名称（单位：百万元）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最低资本  490,627   442,729  

其中：量化风险最低资本  499,571   450,594  

其中：母公司最低资本  -     -    

保险类成员公司的最低资本  311,470   273,706  

银行类成员公司的最低资本  173,819   162,697  

证券类成员公司的最低资本  7,031   7,533  

信托类成员公司的最低资本  7,251   6,658  

集团层面可量化的特有风险最低

资本 
 -     -    

风险聚合效应的资本要求增加  -     -    

风险分散效应的资本要求减少  -     -    

控制风险最低资本 (8,944)   (7,865)  

附加资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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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风险综合评级 

不适用，保监会尚未对保险集团开展风险综合评级。 

六、风险管理状况 

本集团在加强对子公司风险管控的基础上，积极落实集团管理的相关监管要求，加强对

包括风险传染、组织结构不透明风险、集中度风险以及非保险领域风险在内的集团层面特有

风险的管理。 

（一）风险传染 

风险传染是指保险集团内某成员公司产生的风险通过内部交易或其他方式扩展到集团

内其他成员公司，使其他成员公司产生损失。 

本集团在发挥综合金融协同效应的同时，为防范风险在专业公司之间的传递，从防火墙

建设、关联交易管理、外包管理以及集团品牌、宣传、信息安全管理等集中管理与统筹协调

等方面，全面加强对集团内风险传染的管理。 

建立风险防火墙机制。本集团在集团与专业公司、专业公司之间建立了严格的防火墙机

制，包括法人防火墙、财务防火墙、信息防火墙、人员管理防火墙等，有效防范风险传染。

一是法人防火墙，集团和子公司治理结构完善，集团自身不经营任何具体业务，以股权为纽

带实现对下属子公司的管理，不参与、不干预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各子公司专业化独立经营，

并分别接受对应监管部门的监管。二是财务防火墙，集团和各专业子公司分别设有独立的财

务部门，高级财务管理人员不得兼职，各公司科目清楚，核算独立，资产、负债严格独立。

三是信息防火墙，集团建立高效、安全的信息防火墙，持续优化全面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制定信息保护政策，规范信息管理流程，落实信息管理责任，严格保护公司经营信息、商业

秘密、知识产权等信息资产。各专业公司独立管控公司信息资产，严格执行集团信息安全管

理规范，以确保公司信息的安全有效隔离。集团高度重视客户信息的管理和自身产品、业务

的互联网安全，在集团和专业公司建立严密的客户信息保护制度，明确客户信息在输入、传

输、存贮及使用上的安全保护措施，并开展一系列数据泄露防御措施，有效保护客户信息的

安全。此外，建立平安集团安全应急响应中心，构建业务安全风控等平台，主动感知集团信

息安全威胁态势，实现快速响应，为客户提供稳固的信息安全保障。四是人员管理防火墙，

集团与专业子公司均搭建了本单位的管理架构，明确各岗位分工及职责，确保同一类人员不

同时履行可能导致利益冲突的不兼容职责，同时保险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不兼任非保险子公司

的高级管理人员（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持续加强关联交易管理。本集团及下属保险、保险资管、银行、信托、证券、基金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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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均需遵守法律法规和各行业监管机构关于关联交易管理的规定，17 年以来，各监管机构

继续加强关联交易监管，其中保监会发布了更加严格的监管规定，本集团高度重视并积极解

读和落实，持续加强关联交易管理，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要求；集团关联交易管理

委员会持续有效运转，统筹推进集团关联交易管理，完善管理制度、流程，加强关联交易识

别、审核、公允定价管理，确保关联交易公平公允，不存在不当利益输送；持续提升关联交

易透明度，严格按照各项规定披露或报告关联交易信息；营造“关联交易人人有责”的管理

文化，提升合规意识；继续推进提升关联交易管理系统化水平，提升管理成效；全集团关联

交易管理体系、机制进一步完善，且有效运行。 

完善外包管理制度。目前集团四大中心（行政、内控、人事和财务）均将 IT 技术服务

外包给平安科技，主要包括 IT 专业咨询服务、开发项目服务、应用系统运维服务、电话中

心服务、办公支持服务及信息安全等；将财务作业服务外包给平安金服，主要包括财务业务

审核及账务核算、财务系统设置、财务资金收付、财务凭证整理装订、税务处理、售付汇及

个税报税等。 

个人客户交叉销售业务主要为代理销售制，代理销售仅限平安集团旗下产品，并签订了

代理协议，全流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做到合规、有序销售。在销售过程中，如客户有

非代理销售范围内的产品需求，由客户自行通过线上 APP 到平安其他专业公司产品购买平

台进行了解和购买;团金会负责集团内团体业务的交叉销售协调推动。团体业务交叉销售分为

保险业务代理制和其他业务推荐制。代理制业务严格遵循代理人制度进行管理，推荐制仅为

双方合作意向的撮合，严格按市场规则开展合作，业务审核均为专业公司独立风控评审，严

格遵守防火墙制度。 

集中管理品牌、传播、公开信息披露等工作。本集团对品牌、传播、公开信息披露等工

作实施集中管理，在对品牌形象资产的管理、公开信息发布上形成科学、严密的制度平台及

管理办法，并在相关的工作开展中严格执行，确保集团品牌的集中管理与一致化。 

（二）组织结构不透明风险 

组织结构不透明风险是指集团股权结构、管理结构、运作流程、业务类型等过度复杂和

不透明导致集团产生损失的风险。 

集团股权结构清晰。本集团股权分散，不存在控股股东，也不存在实际控制人，股权结

构清晰、均衡。本集团下属子公司业务涵盖保险、银行、投资、互联网等多个模块，股权结

构清晰，不存在交叉持股和违规认购资本工具的情况。 

集团治理架构透明。本集团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建立了清晰的公司治理架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高

级管理层按照《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本集团自身不经营任何具



 

5 

 

体业务，以股权为纽带实现对下属子公司的管理，不参与、不干预子公司的日常经营。本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内部各职能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相互协

调，没有职能交叉、缺失或权责过于集中的情况。 

（三）集中度风险 

集中度风险是指成员公司单个风险或风险组合在集团层面聚合后，可能直接或间接威胁

到保险集团偿付能力的风险。本集团从交易对手、保险业务、非保险业务以及投资资产四个

方面对集团所面临的集中度风险进行管理。  

交易对手的集中度风险管理。本集团以合理控制交易对手集中度风险为原则，在考虑交

易对手风险承受能力、集团风险偏好及集团风险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建立单一大额交易对手集

中度限额体系。集团单一大额交易对手限额体系覆盖集团投融资业务面临的非零售类、非交

易类的交易对手。  

投资资产的集中度风险管理。本集团以合理控制投资资产集中度风险为原则，基于对投

资资产的合理分类，并根据各类资产风险与收益特性设定相应的集中度限额，形成投资资产

集中度风险限额体系；同时，本集团定期检视专业公司层面的投资资产集中度风险管理状况，

防范并表后集团投资资产过度集中在某一特定资产类别、交易对手或行业而引发的偿付能力

风险及流动性风险。 

保险业务与非保险业务的集中度风险管理。本集团基于保监会对于集团保险业务和非保

险业务集中度风险管理要求，进行集团整体相关业务集中度的评估、分析与监控报告：针对

保险业务集中度，通过再保险资信及集中度管理办法，稳步推进再保险业务交易对手集中度

限额体系以及风险监控、分析报告以及预警体系的建设；针对非保险业务集中度，通过对非

保险业务结构与风险特征的分析，设定相应风险集中度监控指标，并逐步纳入日常风险管理

工作体系中，通过对保险业务与非保险业务集中度的定期评估、监控与预警，有效防范集团

相关业务集中度的风险。 

（四）非保险领域风险 

本集团作为按照中国国务院批复的“集团控股、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整体上市”模式

建立的综合金融服务集团，分别设立独立法人以经营保险、银行和投资以及互联网金融业务。

从独立法人治理的角度，非保险领域专业公司均实现专业化独立经营，分别接受对应监管部

门的监管，集团从法人治理层面确保所有非保险类专业公司与保险类专业公司在资产以及流

动性方面的有效隔离。 

本集团对非保险领域股权投资制定了统一的投资规则、标准和限额，建立了投资决策与

风险管理、投资检视与评估报告流程，以及涵盖投前、投中与投后的管理机制。同时，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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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领域专业公司严格遵照公司战略规划流程，进行经营战略可行性分析，从资本回报率、

投资回收期、经营与财务表现、估值等方面定期进行投资跟踪分析，评估相关业务的收益与

风险状况。 

七、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公司无法及时获得充足资金或无法及时以合理成本获得充足资金，以支

付到期债务或履行其他支付义务的风险。 

根据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G-SIIs)以及偿二代等国际国内监管要求，本集团制定了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计划》(LRMP)并定期更新，建立了

包括风险偏好与限额、风险策略、风险监测、压力测试、应急管理、考核问责等在内的流动

性风险管理体系及相关制度，不断优化管理机制与流程，有效提升集团与各专业公司对流动

性风险的识别、评估与管理水平。同时，在 LRMP 框架下，本集团建立了详细的流动性风险

管理执行计划，以全面的流动性缺口分析为核心，确保流动性风险识别、评估、监控和缓释

的有效执行。 

在集团统一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原则与规范指导下，各子公司综合考虑其所面临的监管政

策、行业惯例及自身业务特征，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流动性风险偏好、风险指标及限额。集团

及各子公司通过流动性风险信息系统以及流动性监测与报告机制，对各类业务的流动性风险

进行充分识别、准确计量、持续监测和有效控制。集团及各子公司定期评估流动资产和到期

负债情况，并开展现金流压力测试，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流动性风险进行前瞻性分析，识别

潜在流动性风险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有效控制流动性缺口。 

集团及各子公司通过建立流动性储备制度，保持稳定、便捷、多样的融资渠道，确保有

充分的流动性资源应对不利情况可能造成的流动性冲击；同时，通过制定完备的流动性应急

计划以有效应对重大流动性事件。集团已经建立的内部防火墙机制有助于防范流动性风险在

集团内部的跨机构传染。 

八、监管机构对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  

（一）报告期内公司是否被保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是□否■） 

（二）公司的整改措施以及执行情况（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