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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加息，与前一次加息仅隔25天，创央行历次利率调整间

隔时间之最短。 根据央行决定，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

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3.60%提高到3.87%，其他各档

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相应调整。 3.87%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即使扣除5％的个人利息税，也已经远远超出寿险产品2.5%

的预定利率上限，事实上，自今年7月20日“加息减税”政策

公布后，寿险产品预定利率上限的心理防线已经被突破。监

管部门会否以及何时放开寿险产品预定利率上限，成为萦绕

在市场上的一大疑团。 “预定利率上限的调整抑或放开，波

及到整个寿险行业，尤其是成立时间长、市场份额大、传统

储蓄替代型寿险保单占比不小的寿险企业。”业内人士普遍

认为，预定利率上限的调整抑或放开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调整

和变化，一旦调整，短时期内尤其会对大型寿险企业形成较

大压力，因此监管层会谨慎考虑。 “加息对于传统储蓄替代

型寿险产品的冲击自然不必说，但从保险业投资收益因此水

涨船高、寿险企业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加大的角度来看，加息

总体利好保险业。” 北美精算师陈志华认为，在利率上升通

道，业务快速增长、保费规模逐年快增的中国保险业显然是

受益者。 显然，银行存款占比仍然居高的保险资金，其收益

会随着加息通道水涨船高，而与保险资金长期性、稳定性相

匹配的债券投资，尤其是新发债券，会因加息带动其投资回

报率走高。 值得注意的是，从近年来平安、国寿这些上市企



业的年度、中期业绩报告中可以看出，寿险企业正在逐步加

大业务结构调整力度，陆续开发和销售盈利水平高、内含价

值大的利率不敏感型产品，如万能险和分红型长期寿险，等

等。 诸多业内人士表示，即使存在预定利率因素，近年来由

于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放开、资本市场回暖等因素导致保险资

金运用获得的高收益，已经通过分红险渠道部分回馈给客户

，足以弥补银行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超出保单预定利率的部

分。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的提高，已经有力地抵御了以往加息

预期对于市场的消极影响。 “其最大原因就在于，今天的保

险市场，产品结构正在调整中逐步完善，不再是单一的产品

构成，不但消费者拥有多重选择，企业也足以在产品的更新

换代中逐步完善产品线，其中一条即是考虑到加息因素，推

出利率不敏感的新型产品。”陈志华认为。 的确，随消费者

理财需求升温及保监会就万能险、投连险这类理财产品逐一

加以规范，大大小小的保险机构都在竞相推出各种兼具理财

和保障功能的分红型、万能型寿险产品，无形之间加快了业

务结构调整速度。 “我们现在推出的主打业务是分红险，这

一产品对应对利率上调和稳定业务发展有好处，不但自身随

投资收益提高同时提高分红，而且不会因利率调整带来大的

冲击。”不久前召开的中国人寿中期业绩新闻发布会上，国

寿副总裁刘家德称，中国人寿将坚持走自己发展的道路，以

传统型分红业务为主，适度发展万能险和投连产品。 “在一

些特大城市的银行渠道，我们先推出了万能险，近期根据业

务发展需要，在9个城市的个险渠道又推出了万能险产品，根

据不同市场和不同渠道设置不同的销售策略，以应对目前整

个投资环境对业务发展带来的影响。”刘家德说。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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