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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眼

新版“重疾表”
开始征求意见

新快报讯 记者刘威魁报道 为保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近日，中国精算师协会发布《中国人身保
险业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表(2020)(征求
意见稿)》(下称“2020年版重疾表”)，并于
近期向全行业征求意见。

一直以来， 重大疾病发生率表是
险企设计重疾险产品最重要的依据之
一， 现行重疾表是中国精算师协会在
2013 年依据 2007 年版重疾定义规范
所编制。不过，现有重疾表已经不能满
足保险行业发展和消费者多元化需求
的需要。 为了符合医学进步的现实变
化， 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牵头制定的
新重疾定义规范在今年 4 月初发布，
2020 年版重疾表正是与新重疾定义
规范配套的文件。

目前正在征求意见的新版重疾
表， 调整的一个变化是重疾险程度的
细化。精算师协会相关人士表示，主要
变化之一是对恶性肿瘤区分成轻度、
重度两类， 将原属于恶性肿瘤 TNM
分期为 T1N0M0 期或更轻分期的乳
头状或滤泡状甲状腺癌划归为轻度恶
性肿瘤， 这一变化会使得严重恶性肿
瘤的发生率下降， 而轻度恶性肿瘤的
发生率有所提高。

长城证券研报也表示， 在新定义
之下， 男女各年龄段的重疾发生率均
有较为明显的下降， 但女性群体重度
疾病发生率差异程度要显著高于男性
群体，或与“规范修订版”将甲状腺癌
分级处理有关，TNM 分期为 I 期或更
轻分期的甲状腺癌，被纳入“轻度恶性
肿瘤”范畴，一定程度上降低整体重疾
发生率。

需要提醒的是， 对于大部分消费
者来说， 重疾产品所覆盖的病种数量
并不是数量越多越好。 “实际上，银保
监会规定的 25 种重疾病种基本上覆
盖了 95%的理赔， 市面上众多重疾险
所含的 80 种或者 100 种疾病实际上
发生率较低。 ”据业内人士分析指出，
在明确投保额度后， 消费者选购产品
时不必过于“纠结”的就是病种数量问
题， 而是要看包含的高发轻症和中症
是否充足，赔付标准是否苛刻；根据自
身需求来判断， 若预算充足且寻求更
全面的保障。

食品与能源价格下降
食品价格是影响 4 月份 CPI 变动

的主因。
当月， 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14.8%，

涨幅比上月回落 3.5 个百分点， 影响
CPI 上涨约 2.98 个百分点。 食品中，猪
肉、牛肉、羊肉、鸡肉和鸭肉价格同比涨
幅均比上月有所回落，其中猪肉价格同
比涨 96.9%， 涨幅回落 19.5 个百分点。
鲜果和鲜菜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10.5%
和 3.7%。

从更能反映短期变动的环比数据
看 ，4 月份 CPI 比上月下降 0.9%。 其
中， 食品价格环比下降 3%， 影响 CPI
下降约 0.7 个百分点，是带动 CPI 下降
的主要因素。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
莉娟介绍，食品中，天气转暖，鲜菜供应
量增加，价格比上月下降 8%；生猪产能
加快恢复，猪肉供给持续增加，价格比
上月下降 7.6%；鲜果和鸡蛋供应充足，
价格均比上月下降 2.2%。

昨日，有皮上肉和五花肉的广州市
均价分别为 61.5 元/公斤和 60.9 元/公
斤，环比均降了约 3 元/公斤。排骨全市

均价 82.6 元/公斤 ， 环比下降了近 7
元/公斤。新快报记者走访了钱大妈、车
陂四社农贸市场等零售点发现，猪肉价
格下降后人流量有一定回升，部分摊档
表示人流量相比 4 月底已增加约一成。
牛肉、 鸡肉和部分当季蔬菜，5 月起开
始明显降价，苦瓜、丝瓜等全市均价本
月已降低超 1 元/公斤。

据农业农村部公开信息统计，全国
生猪批发价格已连续 11 周回落。 广州
市价格监测预警系统则显示，5 月以来
猪肉零售价格仍在持续下降。卓创资讯
根据监测数据预计，5 月中上旬猪肉出
栏量还将有增无减，猪肉价格将继续缓
慢下滑。

“衣、住、行”方面，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4 月份全国交通和通信、 衣着和
居住价格环比继续下降，同比分别下降
4.9%、0.4%和 0.3%。 由于国际原油价格
波动影响，4 月汽油、 柴油和液化石油
气价格再次下滑。全国多数省份 92 号、
95 号汽油和 0 号柴油价格目前在 6
元/升以下。出行需求逐步恢复，飞机票
价格在连续两个月下滑后，终于迎来环
比小幅上涨。

PPI 创近四年新低
4 月份 PPI 环比和同比降幅均扩

大， 主要是因为生产资料价格继续下
降。 董莉娟称，受国际原油价格大幅度
下跌影响，石油相关行业产品价格降幅
继续扩大。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
格环比下降了 35.7% 、 同比下降了
51.4%。医药制造业价格则有所上涨。值
得注意的是， 与 CPI 同比上涨主要受
去年价格变动翘尾影响不同 ，4 月份
PPI 同比变动主要受新涨价影响。 4 月
份 PPI 同比 3.1%的降幅已创 2016 年 5
月以来新低。

CPI 和 PPI 后续走势如何？ 财信证
券表示，4 月份疫情对食品价格的推升
作用已基本消退，预计 5 月食品价格环
比还将下降 ，5 月 CPI 或回归 “2 时
代”。 PPI 和 CPI“剪刀差”有所扩大则
反映有经济下行压力，近期“剪刀差”或
将继续为负。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
级研究员刘学智则表示，物价下行为宏
观政策逆周期调控释放了空间，同时需
求偏弱又需要宏观政策力度加码。预计
国内稳增长力度加大，同时全球疫情逐
渐控制，三季度后 PPI 可能触底企稳。

银保监会：
支持外资再保险公司
加大在华投入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银保监
会获悉， 银保监会日前批复同意德国
汉诺威再保险股份公司上海分公司增
加注册资本 15.60 亿元人民币， 增资
后该公司注册资本由 25.45 亿元增加
至 41.05 亿元。

银保监会表示， 中国再保险市场
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对国外再保
险机构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国外再保
险机构纷纷加大对中国市场投入，申
请开设机构，增加资本实力，以适应中
国市场发展需要， 提升在华业务发展
能力。

银保监会表示， 积极支持外资再
保险机构参与我国再保险市场建设，
促进外资再保险公司在华业务健康发
展，提高我国保险业的市场化、国际化
和对外开放程度。

新快报讯 记者范昊怡报道 5 月
11 日，财政部预算司公布 4 月地方政
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 数据显
示，今年 1-4 月，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
券 1.9 万亿元， 发债规模较去年同期
增长了 16.16%，而随着国务院明确要
求第三批新增专项债于 5 月底发行完
毕， 市场预计本月各地将再迎一波发
债高峰。

从发行上看，今年 1-4 月，专项债
累计发行额度达 12240 亿元。从债券年
限来看， 地方政府债券多为中长期债
券。 1-4 月，平均发行期限 15.5 年，而
2019 年同期发行期限仅为 7.8 年。在利
率方面，今年前 4 月，全国发行地方政
府债券平均发行利率为 3.31%，较一季
度再降 0.03 个百分点， 较去年同期降
0.08 个百分点。

和今年前三个月相比，4 月当月发
债力度明显放缓。 今年前 3 月，全国发
行地方政府债券分别为 7850.64 亿元、
4379 亿元和 3875 亿元，除 3 月当月债

券涵盖 681 亿元再融资债券外，其余两
月均为新增债券。

不过，接下来几周地方政府专项债
发行将迎来“井喷”。 近日，国务院常务
会议明确，在年初已发行地方政府专项
债 1.29 万亿元基础上， 再按程序提前
下达 1 万亿元专项债新增限额，力争 5
月底发行完毕。

分析人士预计，下一步，央行方面
将根据债务发行情况进行利率的相应
调整，如通过降准或降息等手段，引导
利率下行，加大资金面流动性投放。“特
别是临近 6 月末，资金面面临季节性收
紧，央行会在 5 月提前配合进行资金面
大规模流动性投放。 ”

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 截至
2020 年 4 月末， 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
额 230402 亿 元 。 其 中 ， 一 般 债 务
124468 亿元， 专项债务 105934 亿元；
政府债券 228513 亿元， 非政府债券形
式存量政府债务 1889 亿元。近年来，地
方政府债券规模迅速增长。 2019 年 6

月突破 20 万亿，7 月突破 21 万亿，今
年 1 月突破 22 万亿。

4 月 3 日， 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总的来说，我国政府债务的规模
这些年有一些增加， 但是增加的幅度
是可控的。 截至 2019 年末，我国地方
政府债务 21.31 万亿元， 如果以债务
率衡量地方政府债务水平，2019 年地
方政府债务率为 82.9%， 低于国际通
行的警戒标准。

事实上 ，先于地方债 ，国债已经
“行动 ”。 4 月 ，国债发行量为 4366.4
亿元，创去年 12 月以来新高。 而且 ，
国债单只单次发行规模频频刷新纪
录。 数据显示，5 月 4 日当周，国债发
行量回升至 1740 亿元。 其中，有两只
均为 670 亿元规模的附息国债。 截至
11 日 ， 本周国债计划发行量进一步
增至 1840 亿元 ， 其中一只 5 年期续
发国债本次计划发行 690 亿元 ，有望
再次刷新纪录。

地方债余额破 23万亿 本月将迎发债高峰

4月 CPI 重回“3 时代”
衣、食、住、行环比齐降价

■新快报记者 郑栩彤

国家统计局昨日发布数据 ，在
经历了连续三个月的同比涨幅收窄
后 ，4 月 全 国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指 数
（CPI）同比涨幅回落至 3.3%，重回
“3 时代”，食品价格和柴汽油价格环
比均明显下降。4 月份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指数 （PPI）则因疫情等影响
同比下降 3.1%， 创近四年来新低。
专家分析，2 月份以来 ，CPI 同比涨
幅持续回落，随着疫情影响减弱、生
产生活秩序进一步恢复， 全年 CPI
同比涨幅将呈现“前高后低”走势。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