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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数年前，谈及银保合作还只是银行代销保险产品。随着银行系

保险公司蓬勃发展，银保合作的范围和深度不断加大。2011 年，中国建

设银行控股建信人寿，开启了银行系保险公司崛起的序幕。转眼四年，

国内银行保险业务快速发展，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作为首批银行控股保

险公司试点之一，建信人寿在与母公司建设银行的密切合作中，不断推

陈出新，为全行业银保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根据保监会最新公布的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建信人寿总保费达到 328 亿元，同比增速为

106%，规模保费在银行系寿险公司中居首。

保险服务进银行 打造银保3.0

随着 2011 年建设银行入主建信人寿，银保发展进入了 2.0 阶段。保

险公司根据银行客户的需求，定制开发产品，将保险产品嵌入到了银行

产品和业务中。以“建信人寿龙卡”联名卡为例，在传统的银行卡上附

着意外险，具有了储蓄理财和风险保障的双重功能。在这种合作模式

下，银行保险摆脱了“为卖保险而卖保险”的习惯做法，而是站在为客

户进行总体理财规划的角度，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让保险回归风险管理

工具这一基础属性。

随着银行保险合作的不断深入，银保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保险服

务延伸到银行网点，推动银保进入 3.0时代。借助银行广泛分布的网点资

源和先进设施，保险公司将一般性的保险服务置入到了银行网点，并与

银行合作，开创了新的服务项目。以建信人寿为例,建信人寿在建行智慧

银行推出了远程视频保险咨询服务。消费者在银行网点即可与保险专家

“面对面”咨询,享受随叫随到的专业保险服务。随着建行智慧银行陆续

在各地推出,这项保险服务也随之走进了市民的理财生活。相比以往的电

话咨询或者网上文字咨询,这种服务形式即时性、互动性更强,仅在试点

时便获得众多市民“尝鲜”。

建信人寿业务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与母行的业务协同。除了自有网

站的销售、服务功能外，建信人寿还在建行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创新

地推出了保单查询和投保服务。此外，建信人寿还联手建行官网“悦生

活”平台推出专业化的网络保险销售服务，丰富建行网络化生活服务平

台功能，满足银行网络客户保险业务需求。客户购买保险流程不受会员

登录限制，非会员可以直接完成购买流程，借助建行的支付平台直接实

现保险购买，还可在该平台实现保单查询、保全变更等功能。

建信人寿还同建行在亚洲开展跨境金融合作，推动“内保外贷”业

务，通过为境内客户提供保险保障，既有效地增强了客户个人资信，方

便对外投资置业，也为国有银行信贷资产安全构筑了屏障。

产品创新保障多 链接生活每一处

作为银行系保险公司，建信人寿一经揭牌便推出了一系列针对银行

不同客户群体的产品，如带有意外保障功能的“龙行无忧”龙卡，以高

意外保障为特色的“金富”系列产品，以“金富月盈”为代表的面向社

会新鲜人的保障产品。

面对银行庞大的客户群体，建信人寿不断深度挖掘银行客户需求，

从客户财富管理和人生规划的实际需要出发，将保险这一资产配置基础

工具嵌入到了银行业务，为客户资产安全构筑了严密的风险屏障。以

“贷无忧”借款人意外保险为例，“贷无忧”是建信人寿根据银行贷款客

户需要设计的保险产品，在借款人发生意外后，由保险金偿还相应金额

的贷款。2012 年，山东一名企业主意外身故，建信人寿支付的保险金为

其偿还了 500 万元贷款，极大缓解了该企业的经营压力。两年后建信人

寿对该企业进行追踪回访，该企业依然保持了良好的经营状况。在“贷

无忧”的基础上，建信人寿又推出了“保无忧”意外伤害保险，将借款

人的配偶、子女纳入多种交通意外保障范围，使受难者的家属避免受到

丧亲带来的二次伤痛。

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建信人寿不断提高产品性价比，降低客户

获得保障的门槛。2013 年人身险费率市场化改革，建信人寿率先推出

了采用新预定利率的“福佑一生”两全保险，和过去同类型产品相比，产

品价格下降了 7%到 26%不等，并催生了一大批采用新预定利率的产

品。其后又推出了“龙行乐享”百万身价保障计划和“龙行康佑”2 号恶

性 肿 瘤 疾 病 保 险 ，高 度 契 合 客 户 以 低 投 入 撬 动 高 保 障 的 保 险 需 求 。

2015 年 2 月万能险费率改革政策实施后，建信人寿又迅速完成 6 款费

改万能险产品的开发，继续让利给消费者，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深耕保险本业 打造良性循环

作为建行一体化金融平台的保险支柱，建信人寿坚持“干保险该干

的事儿”，把“高诚信”、“理赔快”、“服务好”作为经营准则。不仅推出

了小额案件快速理赔和重大案件应急处理机制，更是将“主动赔”的理

念坚持到底，多次主动理赔灾害事故，应急赔付、先行垫付已经成为建

信人寿重大案件理赔的一大特色。为了不断提高客户满意度，建信人寿

还推出了限时投诉处理机制，建立了投诉抱怨联动机制、投诉案件督办

机制，这些举措使建信人寿长期保持了良好的声誉和服务品质。

从2011年揭牌至今，建信人寿已从最初的仅在三个地区开展业务的小

公司发展成为遍布 16 省（市）、覆盖国内主要城市群的大中型公司，并在成

都、上海两地设立了运营中心，服务网络和服务能力都取得了显著成长。通

过与银行的密切合作，建信人寿形成了一套集产品、服务、渠道、技术、流程

于一体的银保合作的模式，在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实现了公司自身的快速

发展。自 2011 年揭牌以来，建信人寿保费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了 88%。

2015年上半年，建信人寿保费收入达到261亿元，同比增长121%；总资产达

到587亿元。日前，中国保监会批准了建信人寿旗下资产管理公司筹建的申

请。首家银行系保险资管公司的筹建，为进一步提高资产运营收益和风险

控制能力，使客户分享银行系保险公司发展成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实践证明，建设银行控股建信人寿为国内银行保险的发展树立了标

杆。双方在银保合作模式上的探索为行业提供了具有样本意义的参照路

径，一些做法已经获得业内的广泛采纳。银行系保险公司的快速发展，

增强了银行的综合化经营能力，为银行客户提供了更快捷、更实惠、更

加契合需求的保险选择。

建设银行、建信人寿携手打造银保3.0时代

·广告

2011 年 7 月，中国建设银行控股建信人寿，开启了银行系保险公

司崛起的序幕。

2015 年 1 月 16 日，建信人寿“建信·行远”公益基金向四川北川永安

小学和上海竹林民工子弟两所小学发放助学金。自 2012 年起建信人寿

已连续三年向两所学校发放助学金，共资助贫困学生一千余人。

本报北京 11 月 10 日讯 记者徐红从 2015 中国地
理信息产业大会上获悉：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在宏观经济
下行压力影响下仍保持了持续增长，今年总产值预计将
达到 3600亿元，增长率约为 22%。“十二五”期间，我国地
理信息产业产值年均增速超过 20%。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
会会长宋超智表示，近年国家出台的产业利好政策近 20
项，产业布局日益优化，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数据显示，随着我国地理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测
绘资质单位数量稳步增加。截至 2015 年 10 月底，全国
共有测绘资质单位 15699 家，其中民营企业数量为
8921 家。“十二五”期间，测绘资质单位从业人员数量
年均增长 7.1%，预计 2015年末将达到 37万人。

专家表示，我国地理信息产业仍存在规模不大、结构
不平衡、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不足等问题。应加强核心技
术创新、优化产业环境、培育龙头企业引领产业发展。

今年地理信息产业产值将达 3600 亿元
“十二五”期间年均增速超 20%

本报北京 11 月 10 日讯 记者李予阳报道：商务部
外贸司负责人今天表示，国务院批准四个自贸区开展
汽车平行进口试点以来，四个自贸区累计认定的汽车
平行进口试点企业数量已达 78 家，其中上海 17 家，广
东 14 家，天津 35 家，福建 12 家。截至目前，试点企业向
商务部申领了 1598 辆平行进口汽车自动进口许可证。

当前汽车平行进口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些跨国汽车
公司加强对国外经销商的管控、拒绝为平行进口汽车
保修、调整发动机排量等，增加了汽车平行进口试点难
度；平行进口汽车与我国现行通关、征税、检验、强制性
产品认证、环保标准以及“三包”“召回”等制度政策方
面还未完全衔接配套；今年以来，国内汽车市场需求不
足，对平行进口汽车的销售也造成了不利影响。

自贸区汽车平行进口试点企业达 78 家

11月 7日至 10日，第十三届中国国
际农交会在福建福州举行，本届农交会
现场贸易额达到 490 亿元，现场零售额
达到 3.53 亿元，均超上届水平。农业部
部长韩长赋表示，农交会以“市场化、
专业化、国际化、品牌化、信息化”建
设为方向，集中展示了我国农业农村发
展的成就。

信息化添动力

普通消费者也许见过耳朵带着二维
码的牛羊，但煮熟后端上餐桌的多宝鱼
鱼鳃上还带着二维码就比较少见了。在
辽宁省渔业馆，多宝鱼吸引了参观者驻
足观看，不少人品尝之余纷纷用手机扫
描二维码。展馆负责人李盈说，展示的
多宝鱼产自辽宁省兴城市。“一旦打上了
二维码，企业就给自身加了‘紧箍咒’，
在养殖环节也会严格执行投入品标准。”

“了解中药材的人并不太多，我们希
望通过明确标准、完善信用评价、严格
品质控制，让不会网购的人也能购买。”
在信息化展区内，中药材天地网董事长
龙兴超说。据了解，该电商平台是农业
部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把 700 多
个中药材品种、20万种植户、30万会员
对接了起来。

在农交会期间举办的2015农业信息

化高峰论坛上，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表
示，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要加
快发展农业电商，指导支持新型经营主
体对接电商平台；要推进设施农业、畜
禽水产养殖、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等方
面的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

集约化促成长

进入上海展馆，第一眼看到的是一
个触摸屏。“这是农机综合指挥调度服务
平台，对农机工作效能进行智能分析，
利于合作社有效调度农机手，也可供种
植大户发布农机作业需求。”上海农易信
息技术公司副总经理王健告诉 《经济日
报》 记者，该系统资金投入不足万元，
但对于单台大农机价格动辄几十万元的
农机合作社而言，这无疑意味着管理效
率的提升。

在本届农交会上，农民合作社、种
植大户、家庭农场成为活跃的市场主
体，从侧面体现出农业经营集约化、组
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农业部数据显
示，目前，全国经营耕地面积达50亩以
上的农户超过 340 万户；全国登记农民
合作社达到 140.2 万家，实有入社农户
9907 万 户 ， 约 占 全 国 农 户 总 数 的
38.1%；各类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超过
12 万家，提供的农产品及加工制品占农

产品市场供应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现代农业示范区是集约化经营的国

家队、排头兵。示范区展区是本届农交
会最大的展区，有 257 个示范区的近
1000家单位参展。据农业部计划司司长
叶贞琴介绍，283 个示范区生产的粮食
占 全 国 的 40% ， 高 标 准 农 田 占 比 为
53%，均大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数据
显示，前两批 153 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已有44个率先进入基本实现农业现
代化阶段。

“伴随农业改革与建设试点，示范区
不断加快构建农业经营新体系、创新财
政支持新方式、探索物质技术装备建设
新机制。基于此，农业部、财政部等四
部门日前提出，到2020年一半以上的示
范区进入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阶段。”农
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如此表示。

品牌化助发展

上海光明集团都市菜园、湖南农垦
永兴冰糖橙、广东农垦燕塘牛奶⋯⋯农
交会上，来自全国农垦系统的各种优质
农产品受到经销商青睐。“清甜可口的冰
糖橙也有身份证，手机一扫包装盒上的
二维码，产地、生产者等信息都能查
到。”湖南农垦下属永兴果业有限公司经
理廖帮文说。

本届农交会上，“中国农垦”行业公
共品牌首次亮相。中国农垦经济发展中
心副主任孙法军表示，来自全国 15个垦
区的 130 家龙头企业参加了中国农垦
馆，带来了上千种安全优质农产品，源
自垦区绿色生态环境，达到了“三品一
标”的要求，大部分产品还拥有质量追
溯标识。

“我国不少农产品总产量位居全球第
一，但缺少一批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
力的农产品品牌。推动农业品牌化，就
要更好地发挥政府服务作用。”农业部副
部长屈冬玉说，要研究我国农业的独特
性，形成多方互动的区域公用品牌、企
业品牌、产品品牌和农户品牌的组合金
字塔。

目前全国有 5 万多家农民合作社注
册了商标，有的还获得了中国著名商
标、著名品牌和驰名商标称号，3 万多
家农民合作社通过了无公害、绿色、有
机等产品质量认证，一大批农产品品牌
人们已经耳熟能详。

截至去年底，全国绿色食品企业
8700家，产品 21153个。认证有机产品
企业 814家，产品 3342个。无公害农产
品认证产品达 7 万多个，农产品地理标
志登记总量达到1588个，品牌标准化程
度显著提升。

第十三届农交会展现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成就——

“三化”驱动现代农业提速增效
本报记者 乔金亮

在 10 日结束的第十三届中

国国际农交会上，新奇优特农

产品吸引了众多观众，国家现

代农业示范区、名优果品、中

国农垦等专业展团区域人头攒

动。《经济日报》 记者探访发

现 ， 信 息 化 驱 动 、 集 约 化 经

营、品牌化发展成为本届农交

会突出亮点——

本报广州 11 月 10 日电 记者庞彩霞从南方电网公
司获悉：国家科技部近日公布第三批企业国家重点实验
室名单，由国务院国资委推荐的直流输电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位列其中，其依托单位是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

据了解，本次公布的 75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分布在
新能源汽车、农业生物技术、高性能复合材料、核能、智能
电网、电子核心基础等多个领域。

南网科研院有关人士表示，直流输电将是改变未来
电网形态的战略性选择，实验室将继续致力于直流输电
技术研发，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直流输电工程化应用和电
网安全稳定运行。

直流输电国家重点实验室落户南方电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