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构解析保险资金加大入市举措 有助于实现市场与险资双赢

继 2024年 9月《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之后，今年 1月 22日，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

动中长期资金入市工作的实施方案》（下称《方案》），重点引导中长期资金进一步加大入市力度。

中信证券总经理邹迎光认为，《方案》从制度层面为推动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做出顶层设计，深刻体现

了中央对资本市场改革及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其中，保险资金是中长期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此

次《方案》对推动险资入市做出了明确部署，有助于实现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和保险资金长期健康发展的双

赢。

险资权益类资产占比有提升空间

商业保险资金来源稳定、偿付周期长，是典型的长钱。截至 2024年末，我国商业保险资金运用余额约 32

万亿元，并以年均 10%左右的速度稳步增长。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肖远企介绍，目前，保险资金投资股票和权益基金规模 4.4万亿元，占比 12%，加上

投资的未上市股权，险资投资的权益类资产占比 21%。“保险公司投资股票还具有较大的潜力和空间，加大

股票投资也是当前保险资金资产配置比较好的策略和选择。”肖远企说。

据业内人士提供的数据，五家大型国有保险公司权益投资比例政策上限平均为 30%，实际投资 A股比例仅

约为 11%，距离政策比例上限还有较大空间。

邹迎光认为，对于保险资金而言，权益资产已经成为保险资金的重要配置选择，本次《方案》进一步优化

了险资入市途径。“当前沪深 300股息率高达 3.4%，在低利率环境下，我们认为提升权益资产占比是险资

配置的现实选择。”他表示，当前险资的权益类资产占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太平资产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低利率环境下，保险资金需要寻找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渠道，《方案》积极

推动保险资金入市，抓紧推动第二批保险资金长期股票投资试点落地，有助于保险资金加大对优质高分红

公司的投资力度，有助于保险资金进一步优化资产配置，有效增厚投资收益。

长周期考核带来险资与市场双赢

据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商业保险资金投资 A股比例，主要受限于绩效考核、偿付能力、会计核算等方

面。

基于此，《方案》针对商业保险资金进一步入市提出的举措之一便是长周期考核。对国有保险公司经营绩

效全面实行三年以上长周期考核，净资产收益率当年度指标权重不高于 30%，三年到五年周期指标权重不

低于 60%。

邹迎光表示，长周期考核将有效提升险资入市意愿和波动承受能力。

长周期考核的规定，获得了国有保险机构普遍积极反馈。中国人寿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长周期考核将引

导险企更加注重稳健经营、长线投资，有助于提高险资配置权益类资产的意愿。

太平资产相关负责人表示，长周期考核使得保险资金摆脱短期考核压力，更加注重长期投资、价值投资，

减少短期市场波动对保险资金投资行为的影响，进一步强化保险资金的“耐心资本”属性。

中国太保表示，保险资金凭借其稳定、长周期的特性，天然适合作为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者，而当前我国

保险资金在资本市场的投资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作为“耐心资本”，通过拉长考核周期，保险资金能够在



市场短期波动中保持战略定力，专注于长期价值的创造。同时，在当前利率下行的环境下，推动险资入市

不仅有助于实现资金、资本和资产的良性循环，还能提高保险资金配置的灵活性，促进其资产的长期保值

增值。

人保资产表示，《方案》清晰地展现出引导保险资金成为坚定价值投资者的政策导向，为将保险资金培育

为耐心资本，充分发挥其规模大、期限长、来源稳定的优势，实现跨周期投资布局，开辟了广阔的政策空

间。

业内人士还表示，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商业保险资金规模大、来源稳、久期长，是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资

金。商业保险资金入市能够改善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增加长期价值投资者比重，减少市场短期波动，提

升市场内在稳定性。

每年千亿增量资金夯实市场“压舱石”

《方案》举措还包括，提升商业保险资金 A股投资比例与稳定性。在现有基础上，引导大型国有保险公司

增加 A股（含权益类基金）投资规模和实际比例，力争从 2025年起每年新增保费的 30%用于投资 A股。

邹迎光表示，据其测算，这每年将为 A股带来 3500亿元的增量资金，助力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方案》举措还包括，抓紧推动第二批保险资金长期股票投资试点落地，规模不低于 1000亿元，后续逐

步扩大参与机构范围和资金规模。

招商证券研发中心负责人谢亚轩认为，此次《方案》有望通过加大保险公司新增保费对 A股的投资力度、

提高公募基金未来投资规模增长、改善银行理财参与市场投资的政策待遇等方式，促进三大机构的增量资

金持续流入 A股市场。据其初步估算，保险、公募、银行理财三大机构主体有望给权益市场带来每年 14750

亿元的中长期增量资金。

邹迎光表示，对于资本市场而言，中长期资金入市能更好发挥维护市场健康运行的“压舱石”作用。“推动中

长期资金持续入市，一方面能显著优化 A股市场的投资者结构，逐步树立价值投资与长期投资理念；另一

方面也能为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增量资金，在有效提振投资者信心的同时，为 A股长牛提供有力支撑。”

邹迎光还提到，发展潜力大、治理结构优、投资者回报强的上市公司，有望在此过程中获得增量资金青睐

并从中受益。

谢亚轩也表示，持续的中长期资金流入对我国权益市场建设有重要意义。中长期资金在权益市场占比与力

量的上升，既有助于发挥其市场“压舱石”作用，提高市场稳定性、流动性和市场深度，增强各类投资者对

于 A股市场的信心，也有助于促进投资机构与专业人士深耕专业领域，为 A股市场建设与上市公司发展献

计献策，改善上市公司治理、提高经营效率、提升上市公司 ESG理念，强化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信息

传递与良性互动。

“一个成熟、稳定、有效的股票市场将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服务于经济结构调整乃至我国长期

经济发展。”谢亚轩补充道，同时，保险资金、社保、企业年金的进一步入市亦有助于民众更大程度分享我

国资本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成果，缓解社会保障压力，从而进一步强化金融市场、实体经济发展与民生

之间的正向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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