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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多元 征缴提速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基本完成征缴
保险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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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62202

机构编码：000031130000

机构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山西路108号华润万象城

02单元1703-1715

成立日期：2012年4月10日

发证日期：2020年4月2日

负责人：周亦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北监管局

业务范围：1、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

（法定保险业务除外）。2、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迁址公告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衡水丰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营业地址：衡水市桃城区大庆中路68号

机构编码：13110055449256100

流水号：0709717

负责人：白雪艳

联系电话：0318-2639906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衡水监管分局

发证日期：2020年4月8日

有效期至：2023年5月27日

代理险种：机动车辆保险。

迁址公告
机构名称：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中心支公司

流水号：0262095

成立日期：2017年1月17日

发证日期：2020年4月1日

机构住所：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兴达路585号

机构编码：000145130500

负责人：赵英利

联系电话：0319-5250540

邮政编码：054000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银保

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邢台中心支公司沙

河营销服务部

成立日期：2002年8月23日

机构住所：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人民大街北侧新兴路西侧普锦

广场E区401铺

机构编码：000018130582001 流水号：0117706

负责人：汪宇 电话：0319-5202531 邮编：054000

签发日期：2020年1月19日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

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

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相关事宜；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

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德中心支公司承

德县营销服务部

成立日期：2003年8月27日

机构住所：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下板城镇迎宾路环岛南侧君安

凯莱酒店15楼 机构编码：000018130821001

流水号：0249021 负责人：王环 电话：0314-5932228

邮编：067400 发证日期：2020年3月26日

业务范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

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

险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证券投资基金销

售业务；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韩立飞

日前，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费已基本完成征缴工作。我省现有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近5800万，
分布范围广，人员构成复杂。自去年 9
月份启动 2020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费集中征缴工作以来，我省税务系统
应广大缴费人需求，夯实征缴基础、优
化缴费渠道、加强部门协作沟通，最大
限度方便群众缴费，提高了征收工作效
率。截至目前，全省2020年度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累计缴费 5386.5万人，缴
纳费款134.5亿元。

多种渠道征缴便民

“我在缴纳2018年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费时，跑了几次青园街上河北银
行一支行，刚开始说连不上网，让等几
天再去缴，后来连上网后却无法打印缴
费单据，缺少缴费凭证心里没谱，而且
不是一个人，家里的老人和小孩都要
缴。当时因为缴费人多，排了很长队
伍，排到自己时却连不上网，只好自认

倒霉了。”邯郸市肥乡区来石务工的冯
先生说。

在石家庄类似于冯先生这种情况
的人不少，有从别的城市来石务工的、
有为了照顾孙子孙女的、有为了和儿女
生活在一起的。为在石家庄看病就医
方便，也避免因为跨省市看病就医报销
有门槛费，办理居住证后在石缴纳保
费，但当时缴费人多且只有河北银行一
家可现场缴费，让很多像冯先生一样的
人很着急。

按照社保费征管职责划转要求，
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全省税务部门正
式接收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管职
能，实行“缴费人自行申报、税务部门
征收”新模式。在此基础上，制定征收
管理暂行办法和征缴流程，逐个细化
制定操作指南，保障征缴工作顺利开
展。省税务局办公室主任李智睿介
绍，为进一步方便城乡居民缴费，省税
务局充分调研我省征缴实际，反复论
证、因地制宜确定了“代办员代征、银
行代征、网上缴费和税务征收”4 种方
式，既保留了划转以前由村组、社区、
学校代征为主要方式，又通过部门联
动和技术创新增设了新的渠道，保障
了缴费人“无感”过渡。

创新缴费方式利民

省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处处长夏涛
说，各部门协同对 229 万条存量问题参
保数据进行清理整治，搭建了信息共享
平台，实现了部门数据实时线上传递共
享。积极发动乡镇、村组、社区、学校的
力量，与代办单位建立协作机制，严格
签订代征协议，加强基层税务部门与代
办员队伍的对接，实行网格化管理方
式，充分借助代办队伍力量开展政策宣
传、缴费咨询等工作，打通征收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
加强创新，构建便捷缴费渠道。省

税务局与金融、互联网企业开展合作，将
移动缴费覆盖至所有主流移动支付渠
道。拓展了电子税务局、“河北税务”微
信公众号、微信、支付宝、“冀时办”、“中
国移动”手机客户端以及税费一体自助
终端、便携式自助终端等缴费渠道，同时
满足了居民自行缴费，村（居）委、学校集
中缴费、代缴费等各类缴费需求，缴费人
足不出户，即可快速完成费款缴纳和查
询业务。同时，积极推进税银协作，开发
银行接口，与全省 21 家银行联通，缴费
人在协作银行的任何一家网点即可办理
缴费业务，另外部分银行开通了网银及

手机 App 缴费，最大限度方便了缴费
人。自去年 9 月份集中征缴以来，全省
网上缴费共 6700万笔，日峰值达 120万
笔。夏涛微笑着说，类似于冯先生缴费
时遇到的尴尬一去不复返了。

保障居民权益为民

省税务局按照“政府领导、税务主
责、多方协作”的总体思路，主动联合人
社、财政、医保等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建
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共同研究明确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参保登记、申
报缴费、入库对账等业务流程。

积极应对疫情，确保服务不断档。
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保障缴费人待遇
不受影响，省税务局会同省医保局明
确，将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
人缴费征缴期延长至疫情防控结束后
的次月月底，延迟缴纳期间，不影响正
常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和个人权益记录，
切实保障缴费人权益。同时，大力推行

“非接触式”缴费服务，加强网络运行维
护，畅通各类线上缴费渠道，通过官方
网站、微信公众号宣传线上缴费流程和
方式，切实做到服务不断档、征缴不断
线，把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

□河北日报记者 李 晓

保险业里的一个关键性岗位，正面
临着“缺人，在线急等”的尴尬。

当前保险业正在回归保障本源，产
品方向、费率调整、风险管理都需要总
精算师坐镇指挥。然而据统计，目前有
大致 30 多家财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急
缺总精算师，业内人士不禁感慨：真可
谓一“师”难求。

目前，我国超过 100 多家保险公司
设立了总精算师岗位。其中，人身险方
面率先于 2007 年实施总精算师制度,
至今全部人身险公司都有了总精算师；
财险和再保险方面则于 2017 年开始实
施总精算师制度，要求最迟于 2020 年 1
月1日之前设立总精算师岗位。

然而截至目前，还有一些财险公司
和再保险公司没有招到总精算师。

据保险业人士介绍，由于一些原因，
财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聘任总精算师的
最后期限被宽限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财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设立总精算师
岗位是大趋势，和人身险行业逐步一致，
也便于监管。”一位险企高管解释称。

一“师”难求下的总精算师，到底承
担着哪些重要职责？

“‘肩上担子不轻’。既要管产品开
发，又要管资产负债管理。”一位保险业

高管表示，精算师的工作很费脑子，数
学、统计学、经济学等知识都要掌握。总
精算师的工作则更有技术含量，他们更
多的是做决策，评估经济活动中未来的
财务风险，与各种“不确定性”打交道。

同时，总精算师作为保险产品的最
主要设计者，从源头开始就要对条款、
价格进行规划与设计，既要满足公司需
求，还要有管理的可行性，更要符合人
们需要、定价合理、有市场竞争力。

2018年5月，银保监会向境内的257
家精算师从业机构发放了调查问卷，统

计结果显示，截至 2018 年 4 月底，我国
有978名精算师，1123名准精算师，精算
从业人员共3843人。

调研结果还显示，我国精算从业人
员数量、密度均与发达国家保险市场有
较大差距。据银保监会推算，我国的精
算从业人员需求为8984人，当前缺口为
5141人。

监管部门预计，到 2022 年，我国精
算人才需求将达到 2.5 万—3.5 万人，
2027年需求将达到 4万—6万人。这意
味着，我国精算人才供给严重不足。

□河北日报记者 李 晓

无须面对面接触即可实现销售的保
险电销渠道，发展并不顺利，渠道整体
呈规模保费下滑、经营主体持续减少的
趋势。

2019 年，寿险电销市场规模保费
首次出现下滑，较 2018 年同比下滑
17.8%。并且自 2014年以来，经营寿险
电销业务的公司逐年减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仅有 22
家人身险公司开展寿险电销业务，在
保险业协会人身险会员公司中的占比
不到三成。规模保费一直排名前十的
中 国 人 寿 也 正 式 退 出 寿 险 电 销 市
场。”近日，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
2019 年度寿险电话营销行业发展形势
分析报告，报告预测，未来几年，可
能有更多保险公司将逐步退出寿险电
销市场。

拥有消费者无须出家门即可享受到
便捷服务、一对一专属营销等多方优势
的电销渠道缘何“衰落”？

“电销渠道营销时间较短、被拒绝
可能性较高，因结构调整致使营销产
品更为复杂，对销售人员的专业素质
要求更高，需在极短时间内摸清客户
需求，推荐相关产品。”保险业内人士
表示。

除了寿险电销市场规模保费持续下
滑之外，其销售人员脱落率也持续上
升。报告统计显示，2019 年，寿险电
销行业销售人力出现下滑，截至 12 月
末，总销售人力为 6.7万余人，较 2018
年底减少 1.3万余人。销售人员月均脱
落人数为13647人，行业年度整体脱落
率为 17.7%，较 2018 年同比上升 3 个百
分点，销售人员流动仍是影响电销行业
发展的关键因素。

随着各公司回归保障本源，积极
调整业务结构，2019 年寿险电销渠道
产品结构变化明显。报告统计显示，
年金保险持续稳定增长，较 2018 年同
比增长 5.3%，占寿险电销业务总规模
保费的 34.1%，取代意外险成为寿险电
销渠道的主力险种。在寿险电销渠道
其他险种增长乏力情况下，年金保险
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其中养老年金保
险增幅较大，较 2018 年同比增长 23.6%，非养老年金保险同比
增长4.3%。

与此同时，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 2019 年度互联网人身保
险市场运行情况分析报告。

从业务增速的角度看，2019年有 39家公司的互联网人身保
险业务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增长幅度最大的英大泰和人寿2019
年规模保费较2018年同比增长700多倍，并且，中小寿险公司的
互联网人身险业务正在加速增长。

保险业总精算师一“师”难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