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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数字化转型、代理人不断退出等因素叠加导致，这一趋势仍在持续

虽然与寿险公司相比，财险公

司分支机构数量去年增长明显，但

今年也呈减少态势。实际上，为推

动财险业线上化转型，近年监管部

门也有意引导财险公司强化精细

化管理能力。2021 年 9 月，银保监

会下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互联网

财产保险业务监管有关事项的通

知》（征求意见稿），明确符合条件

的保险公司开展互联网财险业务

可不设分支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除车险、农业保险以外的互联网

财险业务。业内人士认为，该规定

对于网点不足的中小财险公司或

许是利好。

同月，银保监会发布《中国银保

监会办公厅关于推动财产保险专业

化、精细化、集约化发展的指导意

见》，引导中小公司摒弃过于依赖车

险业务和过度铺设机构的贪大求全

经营理念。同时，鼓励中小公司强

化销售渠道垂直管理，缩小管理半

径，合并裁撤低产能分支机构，降低

运营成本。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分支机构

的加速撤离与近年保险公司业绩

承压、代理人的大幅减少也密切相

关。“长远来看，对于保险公司来

说，关闭网点肯定会节约成本。”某

大型寿险公司代理人说。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21 年全

年人身险业务累计实现原保险保

费收入3.32万亿元，较2020年下降

4.05%，近十年首次负增长。2021

年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人保、

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五家 A 股上市

险企年度报告显示，五家险企的总

营收增速同比下降，个险代理人减

少逾 142 万人。多家保险公司表

示，个险人力的出清仍将持续。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与去年末

相比，中国人寿总销售人力减少约

4.5 万人；平安人寿个险代理人数

量由 60.0 万人减少至 53.8 万人。

国泰君安刘欣琦团队表示，随着开

门红告一段落，预计 4 月末人力清

虚后各家公司人力规模将仍将出

现明显下降。

“依托线上渠道开展保险服

务，保险公司不需要那么多‘毛细

血管’。”一位资深精算师告诉新快

报记者，分支机构的运营成本高

昂，在如今营销员数量不断减少的

情况下，运营不好的网点还需要分

公司补贴，这类弱体机构会被分公

司考虑整改、关闭。“连早会都开不

起来，这样的网点显得累赘。”

保险公司的龙头企业近年来分

支机构数量呈持续减少的趋势。公

开资料显示，2018年，中国人寿拥有

覆盖全国的2万多个分支机构及网

点；2020年末，分支机构数量约2万

个；到了2021年末，数量降至约1.9

万个。

上述中型寿险公司人士说，

为了扩展业务和人力，保险公司

以前可能追求的是大而全，但现

在多是精细化管理的思路。太平

人寿副总经理严智康指出，中心

城市 的 业 务 经 营 线 上 化 趋 势 非

常明显，差异化经营、精细化管

理 是 今 后 机 构 发 展 的 必 然 趋

势 。 在 机 构 存 量 上 ，一 方 面 要

“增质”，充分调动和挖掘有发展

优势的机构的生产力，对有发展

基本条件的弱体机构加快改造；

另一方面要“减量”，即撤并位于

“空心县域”的业绩长期低迷的

机构。在机构增量上，要紧随经

济发展及人口变化趋势，着重在

具备重要发展支撑要素的重点区

域增配资源、挖掘市场潜能，科学

规划机构布局，积极寻求新的增

长点和增长方式。

虽然在业内人士看来，营业网点的扩张和从

前代理人的增长有关，但如今营业网点退出并非

代理人离开这么简单。

实际上，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设立与撤销均

非易事。去年9月，银保监会发布并施行《保险公

司分支机构市场准入管理办法》（下称“新规”），对

于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设立、改建、变更营业场所、

撤销等进行了更为明确和严格的规范。多位业内

人士认为，监管部门提高了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

准入和撤销的门槛，有意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针对申请筹建保险公司分支机构，新规独立

划定筹建红线。如保险公司最近两年内受到金融

监管机构重大行政处罚；保险公司或其下辖与拟

设机构同一层级的分支机构或其工作人员发生因

工作行为涉嫌重大违法犯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正在受到金融监管机构、监察部门或者司法机关

立案调查的。比如，2021年9月，银保监会指出，

因中国人寿财险青海省分公司最近一年内受到保

险行政处罚，不予设立西宁市城北区支公司和湟

源县支公司。

对于保险公司申请筹建省级分公司，新规在

旧规“具备良好的公司治理，内控健全”的基础上，

增加了上一年度公司治理评估结果为C级以上的

条件。

对于分支机构撤销，新规指出，保险公司分支

机构在经营过程中出现不具备基本经营条件、服

务能力严重欠缺、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等情形，或因

战略调整撤销分支机构，应提出分支机构撤销申

请。

此外，去年9月发布的《支持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工作方案》要求，2021-2025年，保险公

司在重点帮扶县设立的分支机构数量要适当增

加，已在重点帮扶县设立的银行保险分支机构不

得撤销。例如去年10月，银保监会根据该规定，

不予核准大家财险撤销岚皋支公司。

今年，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是否还会继续撤

退？多位业内人士认为，今年寿险公司会延续去

年撤退的趋势，但一二线城市的撤销只是小规模。

“行业在加快升级，销售人员优胜劣汰，营业

网点也会作出调整。”一位资深经纪人告诉新快报

记者，网点撤销主要影响年龄偏大的客户，这类客

户因为适应数字化服务的速度较慢，所以一般喜

欢选择传统大品牌的保险公司。考虑到这点，保

险公司在一二线城市应该不会大范围撤销。

今年1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

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25年，银行业

保险业数字化转型取得明显成效，要求对老年、残

障、少数民族等客户群体，增强对无网点地区及无

法到达网点客群的服务覆盖，提高金融产品和服

务可获得性，推动解决“数字鸿沟”问题。

业内认为，线下仍是保险销售的重要渠道，

网点是不可或缺的场所。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

究院发布的《2021 年中国互联网保险消费者洞

察报告》指出，未来购险考虑选择传统线下网点/

保险代理人渠道占比为 66%。“部分储蓄保险产

品如增额寿险、年金险，条款较复杂，涉及保费

金额较大，在网点的线下沟通会更加方便、直

接。”一位代理人说。

监管引导线上化转型

业绩承压、代理人大幅减少

一二线城市不会大范围撤销

展望

保险分支机构现“撤销潮”今年已有近500家悄然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