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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通过参加包含本次演示的会面，或通过阅读演示材料，阁下同意受以下限制约束：

本次演示所涉及的信息由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准备。任何人均未对本材料所包含的任何信息的公正性、

准确性、完整性或正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者默示的陈述或保证，任何人也不应依赖本材料所包含的任何信息。公司无须为由本次

演示或其内容或与本次演示相关的任何内容所引起的任何损失承担义务或责任（不论基于疏忽或其他原因）。本演示材料所载的

信息可能会更新、完善、修改、验证和修正，且此信息可能会进行重大更改。

本次演示基于现行有效的经济、法律、市场及其他条件。阁下应当理解，后续发展可能会影响本次演示中包含的信息，而公司无

义务对其予以更新、修订或确认。

在本次演示中传达的信息包含一些具有或可能具有前瞻性的陈述。这些陈述通常包含“将要”、“期望”、“预期”及类似含义

的词汇。前瞻性陈述就其性质而言包含风险和不确定性，因为其涉及将在未来发生的事件并依赖于未来发生的情况。针对这些不

确定因素，任何人不应依赖这些前瞻性陈述。公司不承担任何更新前瞻性陈述或使其适应未来事件或发展的责任。

本次演示及于此所载资料仅提供给阁下作为参考，且不得被全部或部分地复制或分发给其他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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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业绩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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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概览：经营效益稳步提升

集团合并总保费收入

1627.32亿元

+0.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63.63亿元

+11.4%

ROE

6.84%
+0.50ppts

每股盈利

0.15元

+11.4%

每股分红1

0.045元

+9.8%

近期股价对应股息率

7.76%

1. 尚待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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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概览：市场地位持续巩固

全球再保险排名
由七进六1

首次跻身
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

跻身
2021年全球品牌价值500强

年度公司治理监管评价结果
名列前茅

境内再保险市场份额稳居第一
主力军地位持续稳固

1. 数据来源：A.M.Best《全球再保险市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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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概览：业务结构不断优化，风险管理持续稳健

1. 财产再保险境外业务占比 = 境外财产再保险及桥社业务总保费收入÷财产再保险业务总保费收入
2. 财产再保险境内新兴业务占比 = 境内新兴业务分保费收入÷境内财产再保险非车险业务分保费收入

财产再保险境外业务占比1

32.4%
+1.5ppts

财产再保险
境内新兴业务占比2

7.8%
+0.9ppts

人身再保险
境内保障型业务占比

财产险直保
非车险业务占比

37.6%
+6.5ppts

48.0%
+4.5ppts

重点业务领域保费收入占比 市场评级与偿付能力

连续5年获标普长期保险公司财务

实力评级“A”，评级展望稳定

连续12年获贝氏财务实力评级

“A（优秀）”，评级展望稳定

保险板块各主体综合偿付能力充

足率均保持在200%以上



战略落地：一张蓝图绘到底，科学规划“一四五”

稳中求进、价值提升
全面打造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国际一流综合性再保险集团战略目标

以再保险
业务为核心

全球
联动

产品
创新

科技
赋能

平台
驱动

文化 价值

人才

生态

数据

发展思路

一核心

以再保险业务为核心，强化再保险国家队的核心竞争力，推动直接保险、资产管理、

数字科技、保险中介等产业链综合布局，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支点

五提升

通过产品创新、平台驱动、科技赋能和全球联动，加强能力建设，强化集团管控，夯

实发展基础

在价值、数据、生态、人才和文化五大方面实现提升，加快数据驱动发展和生态布

局，聚合人才核心资源，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升企业价值、客户价值和社会价值
8

始终坚守再保主业不动摇，传承“一三五”战略合理内核，提炼升华为“一四五”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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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落地：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创新驱动业务发展

01 扩大巨灾风险保障供给

 深度参与全国16个省市地区巨灾试点，在八成以上项目中担任首席

或唯一再保人

 在河南洪涝等灾害事件中充分发挥再保险巨灾风险保障作用

 成功发行香港市场首支巨灾债券，创新巨灾风险管理手段

02 服务健康中国战略

 提供政府城乡居民大病及长期护理等保险保障超过30万亿元

 作为境内主要再保险人支持50余个“惠民保”项目，覆盖全国约50%的

投保人群

 为国内8亿剂次新冠灭活疫苗的质量安全责任提供再保险保障，为疫苗

出口运输提供100亿元风险保障

03 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支持核能平稳运行，覆盖境内所有运行核电机组

的近万亿财产和2.4万名一线人员，助力核电企

业完成3.02亿吨碳减排

 对接新能源电力转型升级，为国内绝大部分海上

风电项目提供保险保障

05 护航“一带一路”建设04 对接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创新IDI业务“上海模式”并向全国推广，IDI平台

总保障面积近1.4亿平方米，累计保额近5000亿元

 防返贫保险从青海循化推广至全国，保费收入同

比增长25.7%

 首创安责险伞状超赔应用项目在上海启动

 首年运行的中国“一带一路”再保险共同体

为19个海外利益项目的161亿元资产提供风

险保障

 牵头设立劳合社“一带一路” 政治暴力险联

合体，桥社担任管理机构

服务相关国家重点战略的
财产风险保额

近20万亿元
(+28%)

服务健康中国战略的
保障类再保险业务市场份额

超过40% 新增创新产品 近200款



战略落地：发布“数字中再2.0”战略，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

面向内部运营：
内部智能化

面向保险行业：再保直保化

面向社会治理：
平台生态化

A.数字化技术架构

传统轨：
实现基础能力和国
际化能力跨越

创新轨：
持续推动对外创新
平台建设和生态化
运营

组织变革：
升级数字化组织，打造
创新发展新引擎

10

“十四五”期间科技投入年均增速不低于 15%

聚资源 • 建平台 • 造生态

“数字中再2.0”战略核心：“数字魔方”首家专注
巨灾风险管理的保险科技公司

第一个
中国地震巨灾模型
中国台风巨灾模型

2项专利
地震巨灾模型平台软件
现代农业服务平台

迭代开发中国地震巨灾模型3.5，成为我国保险业
唯一入选国家“十三五”科技成就展的科研项目

发布中国台风巨灾模型2.0商业版，填补国内空白

2021年营收超2300万元，实现首年盈利

科技赋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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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落地：国际布局持续完善，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国际布局

持续完善

 境外机构拓展到11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海外机构分布最广的中资保险公司

 集团合并境外业务保费收入占比达18.9%，境外投资资产占比达25.9%

 收购桥社三年来实现业务、经营、队伍三稳定，经营表现持续优于同业水平

 桥社五年规划整体执行情况良好，2021年经济资本回报率1达14.8%

 桥社管理不断优化，构建层次清晰的管控架构和对接机制，持续推进对桥社各层面的精细化管控

 以“一带一路”业务为纽带，通过搭建平台、产品创新、海外合作等强化境内外联动

 借助桥社在政治风险、核风险领域领军者的技术优势，反哺国内业务，增强中再特险领域专业能力

桥社并购

成效彰显

管理水平

不断提升

 完善境外发展和管理委员会职能、成立集团国际部，聚焦战略、资本、人力、风险等重要领域管控

 加强业务统筹与研判，抢抓国际市场转硬周期，财产再保险三大境外业务平台全面实现承保盈利

国际协同

全面深化

1. 经济资本回报率 = 桥社英国准则管理报表净利润÷经济资本



战略落地：完善风险管理，筑牢总部根基

持续完善风险管理体系

 完善优化集团风险管理与内控合规委员会，在重大风险、国际业务等关键领域加强统筹管控

 制定风险管理三年工作规划，加强风控合规顶层设计

 加强重点领域风险穿透式管理，年内开展数次排查，整体风险可控

深入推进强总部建设

 成立集团规划推动落地办公室，形成大战略闭环管理

 成立中国再保险研究院，新设创新孵化中心，强化前瞻研究和创新管理

 完善经营业绩考核机制，健全以利润规模均衡增长为导向的考核体系

 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强化，集团境外再保人才占比超过四成，境内再保人才占行业近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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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业务分析



01 财产再保险业务

02 人身再保险业务

03 财产险直保业务

04 资产管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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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费收入与经营效益均创新高

总保费收入1
（人民币百万元）

48,573 
51,954 

2020 2021

+7.0%

境内业务：350.27亿元（+5.0%）

境外业务：168.24亿元（+12.0%）

1. 财产再保险业务板块总保费收入不考虑分部间抵销

净利润

1,805 

2,669 

2020 2021

+47.9%

ROE：9.76% （+2.48ppts）

（人民币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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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业务：非农非车险快速增长，总体承保效益保持稳定

分保费收入（人民币百万元）

2020 2021车险增量 农险增量 非农非车险增量

-17.5% +3.0%

+20.1%

 车险下降：受车险综改影响，市场分出减少

 农险增长：开展政策性农险转分保业务合作，

积极发展商业农险业务

 非农非车险快速增长：抵销车险规模下降影响

综合成本率

63.22%
68.62%

36.56%
31.33%

2020 2021
赔付率 费用率

99.78% 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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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业务：业务结构不断优化，新兴业务快速发展

非车险业务分保费收入与占比1
（人民币百万元）

12,859 

16,265 

20,374 

23,537 

26,928 
58.8%

65.1%

70.9% 70.6%

76.9%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分保费收入 占比

新兴业务分保费收入与占比2

新兴业务分保费收入

20.96亿元

+29.6%

新兴业务占比

7.8%
+0.9ppts

中国海外利益项目保险 +94.4%

工程履约保证保险 +54.2%

建筑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险 +43.8%

巨灾保险 +15.1%

主要险种保费收入增速

1. 非车险业务占比 = 境内财产再保险非车险业务分保费收入÷境内财产再保险业务分保费收入
2. 新兴业务占比 = 新兴业务分保费收入÷境内财产再保险非车险业务分保费收入

年均复合增长率：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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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业务：保费收入快速增长，主动优化业务结构

总保费收入（人民币百万元）

15,017 

16,824 

2020 2021

+12.0%
桥社业务

133.37亿元

+20.7%

除桥社外的
境外财产再保险业务

34.87亿元

-12.1%

• 抓住市场费率“走硬”时机，进一步

扩大优势业务规模

• 不断改善合同条件，主动调整经营效

益欠佳业务

• 主动调整业务结构，压缩经营效益欠

佳业务

业务策略



境外业务：承保效益全面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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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成本率

69.79%
58.47%

38.93%

38.85%

2020 2021

108.72%

97.32%

境外财产再保险业务合计

-11.40ppts

61.91%
52.48%

41.73%
42.33%

2020 2021

赔付率 费用率

103.64%

94.81%

桥社业务

-8.83ppts

87.06%
76.17%

32.82%

28.58%

2020 2021

119.88%

104.75%

除桥社外的境外财产再保险业务

-15.13ppts



01 财产再保险业务

02 人身再保险业务

03 财产险直保业务

04 资产管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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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效益稳步提升，业务结构不断优化

主要财务指标

分保费收入1

693.02亿元

同比增长

+4.2%

净利润 同比增长

ROE 同比提升

27.10亿元 +3.7%

10.80% +0.23ppts

业务结构

31.1%

37.6%

33.5%

35.8%

18.0%

6.5%

17.4%

20.1%

2020

2021

境内保障型业务 境内财务再业务 境内储蓄型业务 境外业务

境内保障型业务

克服不利影响稳健发展，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凸显

占比提升6.5个百分点

境外业务

规模迈上百亿台阶，海外布局成效显现

占比提升2.7个百分点

1. 保费数据仅指中再寿险（含中再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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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型业务增速持续超越直保行业，承保效益保持稳定1

保障型业务分保费收入（人民币百万元）

7,119 

12,412 
17,049 

20,688 

26,042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5.9%

年均复合增长率：38.3%

短期保障型业务综合成本率2

98.58% 98.37%

97.47%
97.06%

97.85%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承保利润4.15亿元

稳中求进，保障型业务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 持续深化存量业务防亏减损，实现监测全覆盖，依托重疾新定义及医疗险迭代升级，改善承保效益

• 传统轨：精准把握重大业务机会；创新YRT业务方案；引领商业长期护理险产品开发，全年落地10余款新产品

• 创新轨：“惠民保”业务覆盖人群超5000万；开发覆盖牙科、慢病药和常用药互联网门诊药品保障的产品

1. 业务数据仅指中再寿险，保障型业务仅指境内保障型业务
2. 短期保障型业务综合成本率为转分后的计算口径，并剔除业务管理费

保费增速对比

35.9%

74.4%

37.4%

21.3% 25.9%

8.6%
24.1%

29.7%

15.7%

3.4%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境内保障型业务分保费收入增速

健康险行业原保费收入增速



保障型业务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数据为本

打造风险数据优势

 丰富数据来源：梳理保单54亿张、理赔

单据1040万条；协助客户驻场分析，丰

富一手医疗数据资源；与多省推进保险

与医保数据对接，拓展数据源

 提升数据应用能力：推动OCR1二期建

设等数据技术落地，首次加入智能训练

模块，赋能意外险、行业重疾重检项目

 数据赋能业务发展：“数据+风控”支

持改善赔付；“数据+定价”助力健康

险发展；“数据+产品”广泛应用于新

产品开发

创新引领

产品开发亮点纷呈

 引领新重疾产品设计：提出轻、中、重症

产品设计，成为主流重疾险产品标配

 创新长期医疗险：为医疗险“短转长”设

计药品与医疗器械正面清单、调费触发条

件等具体方案

 创新新风险领域：培育护理、失能、老年

医疗等新产品市场，通过大型险企向行业

推广

 打造产品研究品牌：发布《2020-2021年

度健康险产品研究报告》等具有行业影响

力的报告

产融为桥

构建发展新赛道

 巩固特药险领域领先优势：确立“惠民

保”特药服务的领先地位，成为特药责

任唯一再保人

 培育互联网医疗药品保障能力：推广慢

病、常用药的互联网医疗保障，满足用

户小病急病即时购药便利性需求

 首创医疗器械、新疗法等产品：特药模

式推广至医疗器械和新疗法领域，落地

首款乳腺癌乳房假体险产品、首款心脑

血管植入器械百万医疗险产品等，开发

CAR-T2保障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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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CR，即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光学字符识别
2. CAR-T，即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Immunotherapy，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



01 财产再保险业务

02 人身再保险业务

03 财产险直保业务

04 资产管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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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转型发展，承保效益持续改善

原保费收入（人民币百万元）

47,751 

43,150 

2020 2021

-9.6%

原保费收入下降主要受车险综合改革及主动压缩

保证保险业务等因素影响

综合成本率1

1. 综合成本率计算口径包含政府补助的影响

110.28%

106.64%

1H2021 7M2021 8M2021 9M2021 10M2021 11M2021 12M2021

综合成本率持续下降

积极适应车险综合改革新常态，不断推进业务结构优化与

费用成本调控，承保质量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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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结构不断优化，主动控制保证险业务

非车险主要险种原保费收入与增速

主动控制风险敞口，坏账率持续下降

10.55%
8.87%

7.20% 6.98%

1H2020 2020 1H2021 2021

保证保险

54.23亿元

-17.1%

非车险业务原保费收入

207.18亿元

非车险业务占比

48.0%
+4.5ppts

75.53亿元

+5.9%

28.71亿元

+18.5%

10.46亿元

+41.4%

意健险 责任险 农业保险

主要险种增长情况
其他非车险

152.95亿元

+7.3%



01 财产再保险业务

02 人身再保险业务

03 财产险直保业务

04 资产管理业务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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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把握投资机遇，权益投资跑赢市场

总投资收益率
A股二级权益综合收益率超越沪深300指数

190+ bps

H股二级权益综合收益率超越恒生指数

980+ bps

权益投资跑赢市场1

1. A股二级权益综合收益率以沪深300指数为比较基准， H股二级权益综合收益率以恒生指数为比较基准。与市场指数比较中，二级权益投
资剔除了以获取分红为投资目标的高股息组合。

4.59%

净投资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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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资产持续增长，资产配置保持稳健

261,833 

307,957 
321,113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总投资资产1
（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配置结构2

固定收益投资, 

80.1%

股权及基金

投资, 17.5%

现金及短期

定期存款, 

7.2%

于联营企业的投资, 

8.2%
其他, 2.0%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 -2.1 ppts）

（▲ +2.7 ppts）

（▼ -0.2 ppts）

3

（▲ +5.1 ppts）

（0）

1. 投资资产=货币资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定期存款+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及应收款项类投资+再保险人
应占保户质押贷款份额+对联营企业的投资+存出资本保证金+衍生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2. 各类资产占比总和大于100%是由于总投资资产扣减了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数据标签中的同比百分比为较截至2020年12月31日数据的变动数
3. 含投资性房地产、货币互换工具等

+4.3%
年均复合增长率：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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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收投资抢抓机遇，权益投资优化结构

1. 其他固定收益投资主要包括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存出资本保证金和再保险人应占保户质押贷款份额及其他
2. 基金含货币基金和指数分级基金优先级
3. 未上市股权含资产管理产品、未上市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计划
4. 数据标签中的同比百分比为较截至2020年12月31日数据的变动数

基金, 46.8%

股票, 47.5%

未上市股权, 5.7%

企业（公司）债

券, 45.1%
贷款及应收款项

投资, 15.2%

其他固定收益投

资, 11.1%

金融债券, 9.3%

次级债券, 5.2% 定期存款, 8.3%

政府债券, 5.8%
（▲ +1.0 ppt）

（ ▼ -0.3 ppts）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 -8.5 ppts）

（▼ -2.7 ppts）

（▲ +1.1 ppts）

（▲ +7.4 ppts）

1

2

3

（▼ -0.3 ppts）

（▲ +1.9 ppts）

（ ▲ +0.8 ppts）

固定收益投资细分 股权与基金投资细分

抓住配置窗口期大幅增配债券，加速布局公募REITs

和永续债策略基金等非标产品，夯实固定收益基础

把握权益市场波动机会及时实现收益，增加高股息

股票配置，强化风格组合多元化管理

1

（▼ -0.4 p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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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未来展望



市场形势

机遇与挑战

发展机遇良好

 宏观经济基础牢固向好

 服务国家战略大有可为

 社会风险管理需求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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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与压力

创新与规范

面临多重挑战

 全球形势复杂严峻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行业进入短期低谷

创新驱动日益凸显

 以客户为中心重塑交易模式

 以生态圈建设支撑竞争能力

 以科技赋能抢占蓝海市场

供需结构转换

 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推动科技保险、绿

色保险进入发展快车道

 长寿时代和财富管理推动健康养老保险、

第三方资产管理业务蓬勃发展

商业模式转型

 车险综改、头部企业集聚优势扩大迫使中

小财险公司加快差异化发展

 代理人大幅减员、互联网红利消退迫使寿

险公司展业方式升级

行业发展日趋规范

 强监管营造良好环境

 新政新规密集出台

 优化供给、有序竞争、规范经营



经营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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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字当头 积极作为

强化服务国家战略
抢抓发展新机遇

强化价值创造
实现效益稳步提升

强化产品创新与科技赋能
稳固行业地位

强化风险防控
守稳安全底线

 发挥再保主业特色与综合

性发展优势

 聚焦农险、“惠民保”、

新能源车险三大重点，培

育业务第二增长曲线

 巩固在新领域、新险种等

蓝海市场的领先优势

 聚焦数字科技、绿色低碳、

健康养老、普惠民生等领域

创新开发产品

 深挖数据价值，加速构建灾

害管理、健康服务等生态圈

 通过数字化转型，加快实现

降本提效增收

 底线思维贯穿始终

 提高风险预警、识别、防

范和化解能力，提升风险

管理系统化、数字化、智

能化水平

 确保风险“看得清、够得

着、管得住”

 开源节流并重，加强系统内
协同和境内外联动

 稳住车险，加快非车险，紧
抓健康养老，稳步发展国际
业务，积极拓展第三方资产
管理

 提升承保效益，抓好资产负
债管理，稳定投资收益



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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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总基调 稳中求进、价值提升

经营方针

发展思路

发展目标

稳增长、调结构、控风险、增效益

稳住基本盘，积蓄新动能

积极适应行业转型，持续推进
中再集团高质量发展



提问与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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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主要财务及经营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另有说明除外） 2021年 2020年 变动

总保费收入 162,732 161,574 0.7%

财产再保险业务 51,954 48,573 7.0%

人身再保险业务 69,374 66,957 3.6%

财产险直保业务 43,496 48,167 -9.7%

净利润 6,390 5,924 7.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6,363 5,711 11.4%

每股盈利（元） 0.15 0.13 11.4%

ROE 6.84% 6.34% 0.50ppts

总投资收益率 5.17% 6.01% -0.84p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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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主要财务及经营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另有说明除外） 2021年12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变动

总资产 500,439 453,577 10.3%

总负债 397,852 350,676 13.5%

总权益 102,587 102,901 -0.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19 2.19 0.1%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85% 189% -4ppts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09% 215% -6ppts

总投资资产 321,113 307,957 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