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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处罚“出重拳”的同时，监管视角也更加精

细化。今年以来，我国出台一系列法规及监管政

策，涉及保险资产管理、信息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

保护、保险公司融资规范等领域。监管机构在保险

资产管理领域提出了内外部审计要求，在消费者权

益保护及信息安全保护领域提出了评估要求。

今年以来，银保监会密集发文，包括《关于银

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银行保险机

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银行

保险监管统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等，均强调

信息安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今年8月，国寿

财险的两名员工和太保产险的一名员工，就因“违

反法律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分别被处以禁业

五年的行政处罚。

“监管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正不

断加强。”杨丰禹表示，“随着数字化对市场的影响

越来越大，技术数据的应用越来越多，监管自然要

引导机构和从业者合理应用。在国家相继出台数

据安全法及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背景下，保险业相

应提出一些监管要求，也加强了相关处罚力度。”

机构认为，当前行业普遍面临渠道圈层与客

户圈层不匹配、渠道能力与客户需求不匹配等困

境，保险代理人改革需更进一步，转型已成行业共

识，构建以价值为导向的多元渠道更是大势所趋。

开源证券非银首席分析师高超表示，行业向

高质量转型的本质是重构商业模式，由以往的人

海战术、节奏营销、费用推动的模式转换成基于客

户需求的顾问式营销，而代理人渠道需要的不仅

仅是清虚与赋能，更重要的是从思想和能力上进

行转变和升级。 据《经济参考报》

相较今年一度飙涨至超过140美元/桶的历史

高位，目前的国际油价已经是近一年以来的新低，

“回吐”了俄乌冲突以来的全部涨幅。

12月12日，截至记者发稿，WTI纽约原油期货

下跌0.18%，报于70.89美元/桶；布伦特原油2月期

货下跌0.63%，报于75.62美元/桶，盘中最低跌至

75.55美元/桶。

“限价令”加剧油价波动

实际上，近期市场需求的疲软以及针对俄油

“限价令”的实施，都影响了国际油价的走势。

12月11日，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团队

发布的《首席宏观报告：弱需求驱动油价创年内新

低》指出，今年11月以来，国际油价续下行，创下年

内新低。

在钟正生看来，这背后的原因一方面是针对俄

罗斯原油出口的“限价令”正式实施加剧了油价波

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市场对需求的悲观预期。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1月的预测数据，2023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下滑至2.2%，低于2022年3.1%的

增速。其中，美国的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1.8%降至

2023年的0.5%，欧元区将从3.3%降至0.5%。

同样，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最新发布的短期能

源展望报告也展露出原油需求不足的“苗头”。该

机构将2023年全球原油需求增速预期下调16万

桶/日，至100万桶/日，并同时下调了今年及明年的

原油价格预期。

另外，俄油价格上限与禁运制裁政策的实施或

也是油价跌至新低的驱动因素之一。该针对俄罗

斯出口原油的“限价令”始于今年9月，并于12月5

日正式生效。

12月5日起，欧盟、七国集团（G7）和澳大利亚

开始执行对俄罗斯海运出口原油设置60美元/桶

的价格上限。该限价措施意味着，任何想要获得欧

盟提供的关键服务（尤其是海运保险）的人，都只能

在这个价格上限以下购买俄罗斯石油。

据了解，油轮运输是俄罗斯将石油出口到欧洲

市场的主要方式，欧盟进口的俄罗斯石油有三分之

二通过油轮运输，剩余的三分之一通过管道运输。

2021年，俄罗斯是欧盟最大原油进口国，占欧盟原

油进口份额的27%。国际能源署（IEA）数据显示，

去年欧洲平每天从俄罗斯进口220万桶原油，以及

120万桶成品油。

机构预期较为乐观

谈及“限价令”影响，中信期货首席能源分析师

桂晨曦告诉记者：“尽管今年下半年俄罗斯已经将

较大部分对欧洲原油出口转移至亚洲。但市场仍

担心制裁实施后船运能力不足，可能导致俄罗斯被

迫削减出口。而价格上限方案则确保运力充足，即

只要能提供证明该船原油价格不超过60美元/桶，

该油轮即可不受制裁，使俄罗斯明年因制裁导致减

产的风险进一步下降。但仍需关注如果油价大跌，

俄罗斯主动减产的可能性。”

针对60美元/桶的出口价格上限的政策，欧盟

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公开表示：“欧盟就对俄原油

限价达成一致，加之七国集团和其他国家协同行

动，将大幅减少俄能源出口收入，也有助于稳定全

球能源价格。”

谈及后市的油价走向，机构预期较为乐观。

高盛认为，明年的布伦特原油期价为每桶 110美

元，还有近30%的上涨空间。摩根士丹利认为，布

伦特油价将在每桶85美元/桶至100美元/桶的区

间内波动。 来源：第一财经

国际油价“回吐”年内全部涨幅，还会再跌吗？
保险业年内开出逾2000张罚单

金额超2.5亿元 顶格处罚频现

今年以来，保险业强监管态势延续。据统计，

截至12月10日，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年内对保

险业开出逾2000张罚单，罚没金额合计超2.56亿

元。百万级罚单频现，多人被予以终身禁业的顶

格处罚。

业内人士指出，虚列费用、虚假承保、虚假退

保、虚假理赔和虚挂保费的“五虚”问题仍是行业

痼疾，规范市场公平竞争刻不容缓，保护保险消费

者利益、强调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则成为监管新

趋势。

据记者初步统计，年内至少有16家机构及相

关责任人被处罚金额超百万元，超20人被予以终

身禁业的顶格处罚。监管机构针对行业痼疾持续

“下猛药”。

因虚列费用等问题，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215万

元的“罚单”，成为年内之最。紧随其后的是太平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及相关人员的

170万元“罚单”以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分公司及相关人员的169万元“罚单”，从处

罚原因看，这两笔处罚均涉及“未按规定使用保险

条款或费率”和“财务或业务数据不真实”的情形。

“虚构业务套取资金”一直是近年保险业监管

的重中之重。11月9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苍南支公司因“编制或提供虚假资料、虚构

业务套取资金”等问题，被处以114万元的罚金；8

月2日，时任厦门市天地安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等三

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文元因“编制和提供虚假

报告报表、妨碍依法监督检查”，被厦门银保监局

予以终身禁业的处罚。

同时，监管部门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

打击力度不断加强。今年4月，因“保险从业期间

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行为，对机构代理人

管理不到位问题负直接责任”，重庆银保监局连发

五张“罚单”，对分属于中国人寿、人保寿险、泰康

人寿、富德生命人寿和新华人寿的11名保险从业

人员予以终身禁业的处罚。

“一些机构为了抢市场、抢渠道、抢客户，进行

不正当竞争，这个过程中鱼龙混杂，会出现不合规

甚至舞弊欺诈的情况。虚列费用、虚假承保、虚假

退保、虚假理赔和虚挂保费的‘五虚’问题仍是行

业痼疾，规范市场公平竞争刻不容缓。”普华永道

中国金融行业风控及合规服务主管合伙人、注册

会计师杨丰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些行为

太过短视，行业转型期，机构和从业者应看得更长

远。

超20人被终身禁业

监管视角更趋精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