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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冷翠华

4月 16日，在天津市北辰医院，记者看到，患者张
艳玲（化名）就诊后来到结算窗口，大约1秒钟后，她的
社保和人保健康补充保险就完成了一站式结算，收费
清单上人保健康补充保险结算明细一目了然。

张艳玲正是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分公司（简称“人保健康天分”）的客户。谈到目前的就
诊报销体验，她直言：“现在真的太方便了！完全是无
感理赔，根本不需要等待。”而在以前，“理赔不仅要交
一大堆单子，有时候单子找不着了，还得来回跑，而且
等理赔款还要几个月。”

记者了解到，在传统的事后票据递交理赔模式下，
商业健康险公司的团体医疗险理赔时间往往超过1个
月，有的甚至长达 3个月。从 3个月到 1秒，人保健康
天分商业补充医疗险的理赔时效是如何实现“跳跃式”
缩减的？在其背后，保险公司的运营模式又经历了怎
样的蜕变？近日，《证券日报》记者进行了实地调研。

350家医院联网

在天津市，像张艳玲一样可以享受商业健康险 1
秒理赔的人约有20万，他们大多是人保健康天分的团
体补充医疗险客户，只要到与该公司联网刷卡结算的
医院就诊，就可以享受1秒理赔。截至目前，天津市已
有 350家医院与人保健康天分实现了联网刷卡结算，
该项目仍在推进中。

何为联网刷卡结算？与传统医疗补充保险的理赔模
式相比有何不同？人保健康天分运营客服中心总经理王
磊表示，保险公司通过与医疗机构合作，参保人在刷社保
卡就诊时，就能同步完成补充医疗险理赔的实时结算。

一段小视频记录了以往传统模式下的理赔场景，
负责理赔核算的理赔人员拿着厚厚一摞单据，手指翻
飞，快速敲击计算器。记者惊叹于其计算速度，王磊笑
着解释：“我们专门搞过计算器录入比赛。”为的就是提
高理赔效率，要求核算人员算得又快又准。

但即便是这样，计算速度的提升仍远跟不上业务
拓展的步伐，难以满足客户需求。

在传统理赔模式下，保险公司定期上门收取客户的
理赔申请书、票据、清单等材料，经过核算之后进行二次
报销。早在2016年，人保健康天分每年累计案件达几十
万件，累计票据数百万张，累计收取的材料超过千万份。

“工作量和人力成本相当巨大，而且在风险管控、
理赔时效、客户服务等方面都面临着严峻考验。客户
常为理赔程序烦琐或者效率太低而投诉。”王磊表示，
这样的模式成本高、效果差，改变的需求很大。

“经过反复的论证和思考，我们下定决心要让数据
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彻底解决参保人反映的问题。”
人保健康天分总经理孔迎红表示。

而随着联网刷卡结算项目的实施，效果一下子显
现：参保人不再需要收集、整理、提交医疗票据，也没有
了报销等待，体验大大提升，客户投诉几乎没有了。

从“求”医院到被邀请

商业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搭建联网结算平台的前
提，是医院的认可和支持，“如果医院缺乏合作意向，项
目只能是纸上谈兵。”王磊表示。

王磊回忆说，2015年5月份，天津市静海区人大向
人保健康天分送达质询函件，原因就是多名参保人通
过静海区人大质询其医疗保险的理赔材料烦琐、理赔
时效慢等问题，并要求其查明原因，做好整改。为此，
人保健康天分分管领导李军、业务部门负责人王乙和
王磊组成处置小组。

处置小组意识到，要解决大家的问题，还得利用信
息化创新手段，在向静海区人大递交了实时联网刷卡
结算项目计划书之后，人保健康天分又请静海区人大
组织安排，以求得和重点医疗机构深入交流的机会。
经过沟通，人保健康天分向医院承诺，实施该项目不给
医院找麻烦，不给医院增负担，不给医院添责任。最
终，医院的疑虑被打消。

通过 5个月的奋战，2015年 10月份，天津市静海
区第一家医院联网结算项目终于成功。就这样，人保
健康天分一家一家医院推动联网结算。没有想到的是，
当联网医院逐渐多起来，竟然有医院主动找到人保健康
天分，邀请他们开展联网结算合作。原来，医院与保险
公司联网结算的便利性让参保病患深感方便，实施联
网结算的医院吸引了患者就医，社会影响力迅速提升，
其他医院也因此开始转变理念。

数据显示，联网结算项目推出以来，截至 4月 20
日，几年来，累计联网刷卡人数63.90万人，联网结算人
次1504.26万人次，结算金额2.74亿元。

天津市北辰医院副院长梁萍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此前医院和商业保险公司没有合作过，尽管最初有一
点担心，但在他们尝试过之后，看见了明显的社会效益，
同时，来院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加，患者满意度不断提升。

联网刷卡结算项目改变的，不仅仅是参保患者的
体验，从深层次来看，人保健康天分的医疗险运营模式
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传统模式下，保险公司的角色
更像是‘出纳’。”孔迎红表示，参保人拿单据来，保险公
司负责报销。在这种模式下，除了理赔程序烦琐、效率
低下等弊端，保险公司对医院过度医疗等不规范行为
的监管更是无从谈起，即使保险公司认为有的费用不
属于保障范围而拒赔，结果也只能让参保患者买单。

在联网结算项目实施后，天津当地投保人和被保险
人对该项目积极响应，原有的保险需求得到释放，很多
项目转保至该项目。从2016年至今，联网结算补充医
疗险项目累计增加新业务保费超亿元，增加被保险人约
十余万人。同时，人保健康天分通过智能理赔系统，发
现过度医疗、不合理医疗的能力大幅提升，通过智能理
赔系统发现不合理赔付并拒赔的费用超过千万元。

孔迎红认为，未来，商业保险公司将成为医院的重
要付费方。但无论是对人保健康的其他分公司还是其
他保险公司而言，要实现和全部医院联网刷卡结算可
能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是项目推
广的力度。目前看，人保健康天分联网刷卡结算项目
的成功，既有其必然性也有其独特性，其实践经验值得
全行业进行深入思考和借鉴。

商业健康险运营蜕变：
理赔时效从3个月到1秒

本报记者 吕东 李冰 彭妍

2020年，对于各行各业来说都
是不平凡的一年。面对突发疫情
及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变化，A
股上市银行去年普遍实现业绩稳
定增长，资产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可
控。

银行业 2020 年年报也透露出
行业发展的趋势和诸多看点。在
大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各大银
行积极化解风险、锐意创新。作为
中国金融业的中坚力量，去年，银
行积极应用金融科技推进数字化
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并大手笔“下
注”金融科技。2020 年，银行机构
信息科技资金总投入达 2078亿元，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六大行总

投入金额近 957亿元。更令人欣喜
的是，“首次突破”等表述也多次出
现在银行金融科技领域的探索成
果中。

与此同时，银行各项业务转型
持续推进，理财子公司全面盈利，理
财产品净值化转型快速推进；由于
房贷占比有了“红线”指标，各家银
行在年报中也晒出了相关数据，是
否“踩线”成为市场和行业的共同关
注。

可以预见的是，在数字化转型、
资产质量管控等领域，银行间的竞
争将更加激烈。同时，银行持续增
强金融服务的适应性、普惠性，努力
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风控、
高质量转型，更好支持经济高质量
发展。

各银行大手笔“下注”金融科技
去年总投入2078亿元 六大行合计占半

截至 4月 28日晚间，共有 32家
A股上市银行披露年报，其中有 27
家净利润实现同比正增长，只有 5
家银行净利润同比出现下降。在净
利润增速方面，地方银行表现更佳，
占据了净利润同比增速排行榜的前
7位，其中，宁波银行净利润同比增
长 9.74%，为所有银行中增速最高
的。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去
年银行业让利于实体经济，在加大
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从目前披露的大部分年报看，
无论是盈利情况还是资产质量，A
股上市银行的经营仍是较为稳健
的。

国有六大行 2020 年业绩报告
目前已披露完成，去年净利润全部
取得正增长。

根据披露的年报数据显示，
2020年，国有六大行累计实现净利
润（集团口径，下同）11566.48 亿
元，较 2019 年同期增加 201.52 亿
元，增长 1.77%。国有大行中，工行
仍 最 赚 钱 ，2020 年 实 现 净 利 润
3176.85 亿 元 ，较 2019 年 增 长
1.38%。净利润增幅最高的为邮储
银行，2020年实现净利润 643.18亿
元，同比增长 5.38%。建行、农行以
及中行去年实现净利润均超 2000
亿元。

去年，国有大行纷纷加大计提
拨备和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尽管不
良贷款率均较 2019年末有所增长，
但资产质量基本保持稳定可控

在保持盈利稳定增长的同时，
国有大行持续以现金分红的方式回
报广大股东。据统计，六大国有银

行 2020年度合计向普通股股东派
发现金股息预计达3418.87亿元（含
税，下同），较2019年增长1.98%，分
红金额将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工
行、建行、中行的现金分红金额较
2019年增长了逾 10亿元。虽然各
家国有大行分红金额不同，但利润
分配政策均保持了连续性和稳定
性，6家国有大行现金分红比例均
达到了30%及以上。

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
析师王一峰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国有大行 2020年业绩
全部保持正增长，也有助于分红体
系的稳定，并获得一定强度的资本
补充。

受疫情影响，去年对于银行资
产质量是一场大考，然而从年报数
据来看，通过加大计提拔备、核销不
良资产的力度。银行业在实现业绩
增长的同时，资产质量顶住了压力，
整体平稳向好。

截至 4月 28日晚间，在上述 32
家银行中，有 18家截至去年年末的
不良贷款率较 2019年末出现减少，
11家银行不良贷款率出现上升，另
有 3家持平。此外，部分银行在去
年还实现了不良贷款及不良贷款率
的“双降”。

宁波银行截至 2020 年末的不
良贷款仅为 0.79%，在已披露业绩
快报的所有银行中最低。平安银
行截至去年年末的不良贷款率为
1.25%，下降 0.47个百分点，下降幅
度最大。此外，6家国有大行截至
2020 年 末 的 平 均 不 良 贷 款 率 为
1.45%，虽然较 2019 年末增加 0.12
个百分点，但仍远低于同期商业银
行1.84%的不良贷款率均值。

国有六大行仍是银行业资产质量
稳定可控的“定盘星”

近年来，银行已将发展金融科
技提升到战略引领层面，在资金投
入、人才结构等方面持续发力。从
2020年银行业年报披露的情况看，
多家银行对金融科技的资金投入已
达百亿元。其中，工商银行、建设银
行、农业银行排名前三。

根据年报披露数据来看，据《证
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6家国有
银行 2020年在金融科技领域总计
投入金额 956.86亿元，相比 2019年
的716.76亿元增加240.1亿元，同比
增长33%。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今年 3
月2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2020年，银行机构信息科技
资金总投入达2078亿元，同比增长
20%。对比官方披露的银行机构信
息科技资金总投入情况来看，六大
国有银行在金融科技领域投入的资
金已接近银行业资金投入总规模的
一半，占比46%。

具体来看，在6家国有银行中，
工商银行去年在金融科技方面投入
最多，投入金额为238.19亿元，同比
增长 45%，金融科技人员数量为
3.54万人，占工商银行全行员工的
8.1%；建设银行紧随其后，金融科
技投入金额为 221.09亿元，同比增
长 25.38%，金融科技人员数量为
1.3万人；农业银行排名第三，金融
科技投入达 183 亿元，同比增长
43.08%。

中国银行、邮储银行、交通银行
在金融科技方面的投入金额分别为
167.07 亿元、90.27 亿元、57.24 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 43%、10.35%、
13.45%。

不仅仅是六大行，实际上各家
银行都在以不同形式加大对金融科
技的投入。举例来看，招商银行报
告期内信息科技投入 119.12亿元，
同比增长 27.25%，占营业收入的
4.45%；光大银行实施“科技投入倍
增”计划，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大科
技投入，科技研发资金 51.50亿元，
比上年增长51.29%，科技人员1965
人，比上年增长 27.43%；中信银行
科技投入近 70 亿元，较上年增长
24%，科技人员数量两年翻两番，科
技人员占比达 7.6%；浦发银行科技
人员总数占比近 10%，年度科技投
入57.15亿元。

零壹研究院院长于百程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从金融科技的
投入规模，可以看出国有行以及股
份制银行是金融科技应用的驱动力
量。目前看，国有大行和股份行
2020 年信息科技投入占营收的比
重在 3%左右。未来银行业在金融
科技领域投入的竞赛依然会持续，
数据平台、智能信贷、智能获客与运
营、智能风控、智能网点等是主要的
科技投向领域。”

另外，随着各大银行年报陆
续出炉，多家银行披露了 2020 年

浦发银行AI服务占比达85%以上
招商银行区块链开票量达133万张

去年年底，央行、银保监会发
布通知，建立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
理制度，对银行的房贷占比设定

“红线”指标。也因此，去年年报中
上市银行是否“踩线”备受市场关
注。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目前
披露年报的32家上市银行中，有10
家上市银行的房地产贷款占比或
个人住房贷款占比超标。具体来
看，建设银行、邮储银行、中信银
行、渝农商行、厦门银行、成都银行
的个人住房贷款占比超标，郑州银
行的房地产贷款占比超标；招商银
行、兴业银行、青岛银行的上述两
项指标均踩“红线”。

对于部分银行涉房贷款指标超
红线，监管给出的整改过渡期在 2
年-4年。而从各家银行年报的表
述，以及银行高管在业绩发布会上
的表态来看，各家银行都表示将按
政策要求，持续调整优化信贷结构。

记者注意到，去年银行贷款规
模快速扩张，但是房地产行业贷款

增速放缓。央行数据显示，2020年
人民币贷款增加 19.63 万亿元，同
比多增 2.82 万亿元。具体到上述
32家银行而言，贷款总额大多保持
10%以上的增速。但是，在总体贷
款规模大幅上涨的同时，房地产行
业贷款总额增速相对有所减缓，其
中，中信银行、民生银行、渝农商
行、常熟银行、江阴银行、无锡银行
等6家银行更是出现了负增长。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
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去年房地产行业处于一个相对冷
静期，由于疫情原因，信贷也倾向
于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支
持。所以房地产行业去年的贷款
总额增速减缓，符合去年的房地产
行业特征。”

3月 22日，人民银行在北京召
开全国 24家主要银行信贷结构优
化调整座谈会。从本次会议部署
的今年信贷投放重点领域看，小微
企业、制造业、绿色低碳产业、科技

创新等将成为今年银行业信贷投
放的热门领域。

今年多家上市银行管理层在
业绩说明会上透露了当前房地产
信贷情况及未来发展方向。招商
银行首席风险官朱江涛表示，招行
将根据涉房贷款集中度监管要求
加快内部资产结构调整力度，一方
面，加大投资类资产配置力度，包
括央票、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商
业银行债券等；另一方面，在风险
可控前提下加快普惠小微、消费贷
款、新动能与新经济、供应链金融
等业务发展。

由于受到新规限制，一些零售
业务增长较快的银行开始面临调
整结构的难题。

“大型对公贷款和零售业务中
的房贷预计都会受到系统性的限
制，银行要积极迎接挑战。未来银
行需要更加关注小微企业贷款和
拥有实际场景的消费金融零售业
务，这背后还要加大对金融科技和
数字金融的投入。”陶金表示。

房贷占比“踩线”
10家银行指标超过监管上限

随着多家银行理财子公司于
2020年开业，目前A股上市银行旗
下理财子公司数量已达 19家。截
至目前，已披露去年业绩的银行理
财子公司数量达 17家，除了去年 8
月份才开业的苏银理财未披露去
年净利润外，其余理财子公司在去
年全部实现盈利。

在2018年资管新规、理财新规
以及《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管理办
法》相继出台后，商业银行于当年
开启了筹备设立理财子公司之
旅。自 2019 年 6 月份首家银行理
财子公司建信理财开业至今，银行
理财子公司开业数量已达19家，此
外还有一家中外合资理财公司
——汇华理财于去年开业。

截至目前，共有17家银行理财
子公司业绩揭晓，虽然这些公司的
背后依托银行、开业时间均不同，
实力不一，但已披露净利润指标的
银行理财子公司在去年全部实现
盈利。

其中，有14家银行理财子公司
净利润在亿元以上。招商银行、兴

业银行、邮储银行旗下理财子公司
去年实现净利润均超过 10 亿元。
盈利能力最好的当属招行旗下的
招银理财，2020 年实现净利润达
24.53亿元。兴银理财和中邮理财
分别以 13.45 亿元和 11.87 亿元的
成绩紧随其后。

2021 年底是资管新规过渡期
结束的最后期限，随着银行理财子
公司大面积开业，银行理财净值化
转型正快速推进。

年报显示，截至 2020年末，农
银理财的理财产品余额为 9498.14
亿元，均为净值型理财产品；平安
银行符合资管新规要求的净值型
产品规模 4635.28 亿元，较上年年
末增长 80.2%；中信银行符合新规
的个人净值型理财产品存量规模
占比达 68.57%，较上年年末提升
33.74个百分点。

而根据普益标准数据向《证券
日报》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
一季度理财子公司发行了 1742款
理财产品，均为净值型产品，而去
年同期的产品数量仅为 467款，同

比增长幅度高达273.02%。
银行业资深观察人士苏筱芮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设立银行
理财子公司，可推动理财净值化转
型。由于理财子公司的设立受到
门槛所限，大型银行更能抓住先
机。而理财产品净值化转型是整
个行业的大趋势，理财业务风险与
母行隔离也是未来的大方向，因此
未来将会有更多中小银行加入到
设立理财子公司并发行理财产品
的行列中。

根据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规
定，理财子公司发行的理财产品不
设销售起点。记者注意到，理财子
公司推出的理财产品，大多为 1元
起投，这大幅拉抵了产品的投资门
槛，能更好满足老百姓的普惠金融
需求。其中，交银理财推出了不同
投资起点的产品，积极顺应银行理
财“1元时代”趋势，投资起点为1元
的产品占到了 32%左右；中银理财
各系列产品均可 1元起投，整体投
资门槛较低，目标客群很容易参与
投资。

16家银行理财子公司实现盈利
理财净值化转型加速推进

金融科技领域的新突破，“首次”
一词频繁出现。大手笔的金融科
技投入，使大数据、区块链、AI 智
能等新兴技术能力不断提升，加
速银行数字化进程，以科技作为
核心驱动力，新一轮角逐正在开
启。

具体来看，浦发银行在财报
中表示，其AI识别率已达 96%，AI
服务占比达 85%以上，成为业内
首家全面实现电话智能语音服务
的银行；招商银行在同业中率先
取得区块链开票业务资质，报告
期内区块链开票量 133万张；中信
银行的区块链福费廷交易平台则
成为首个国家级行业平台，并在

科技力量支持推动下，落地 63 个
一类创新项目，投产国内大中型
银行首个自主分布式核心系统
（“凌云工程”）。

光大银行年报中提到的创新
体系成果显示，其成立业内首家
数字金融专业学院，打造一支金
融科技创新人才队伍，落地一批
创新项目成果；浙商银行在 2020
年加大区块链等金融科技的创新
应用，重点聚焦供应链、产业链的
服务需求；民生银行业内首发 5G
手机银行，应用 5G、人工智能、边
缘计算、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推
出具有全新动感视觉、丰富视频
服务、牢固安全保障等六大亮点

的 5G 手机银行，并试点推出“5G
消息”。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黄大智对《证券日报》记者坦言，
未来银行机构对金融科技的投入
会继续加大，将呈现以下趋势。
第一，包括中小银行在内的越来
越多的银行，将在更大范围内把
金融科技应用于业务中；第二，技
术的不断革新会推动不同的技术
与金融业务结合，从而出现不同
的金融科技业务；第三，金融业务
的变革会带来金融科技在更多领
域内的应用，如从信贷科技、支付
科技向资管科技、保险科技等领
域渗透。

金融机构年报透视系列之三@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