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一、公司简介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

由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全国性养老金

融机构，为客户提供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职业年金基金管理、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商业养老金管理等综合金融产品和

服务。

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 月 15 日，总部位于北京，注册资

本 34 亿元。

2008 年 6 月，公司引进新股东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1 月，公司引进澳大利亚安保人寿有限公司作为

战略投资者。

2020 年 1 月，公司股东澳大利亚安保人寿有限公司变更

为澳大利亚安保集团公司。

（一）法定名称及缩写

法定名称：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缩写：中国人寿养老险公司(CLPC)

（二）注册资本：人民币叁拾肆亿元整

（三）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2 号

（四）成立时间：2007 年 01 月 15 日

（五）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

经营范围：团体养老保险及年金业务；个人养老保险及



年金业务；短期健康保险业务；意外伤害保险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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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受托管理委托人委托的以养老

保障为目的的人民币、外币资金；与养老金相关的咨询服务；

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营区域：全国。

（六）法定代表人：崔勇

（七）部门设置情况

（八）分支机构设置情况

公司为全面快速进入市场，自2007年12月开始在各省区

市（除西藏外）和计划单列市设立派出机构，到2008年3月

完成了35家省级中心的设置工作。2018年8月，设立西藏自

治区中心。从2009年起，先后将上海、江苏、北京、山东、

河南、安徽、广东、陕西、辽宁、四川、黑龙江、内蒙古、

浙江、江西等14家省级中心转设为省级分公司。目前，公司

共设置有14家省级分公司和22家省级中心。

（九）客服电话和投诉电话：95519



二、财务会计信息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附注七 2023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

货币资金 1 2,350,501,265 2,042,257,241
交易性金融资产 2 1,255,223,295 1,198,902,433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3 - 29,974,105
应收账款 4 1,026,697,480 1,333,466,632
其他应收款 5 47,046,814 42,638,834
定期存款 6 2,428,558,599 2,292,963,345
存出资本保证金 7 719,459,781 706,202,699
其他债权投资 8 168,961,606 82,156,709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 62,285,270 42,871,987
债权投资 10 944,720,865 730,136,006
固定资产 11 213,992,132 223,178,943
在建工程 - 1,677,076
使用权资产 12 131,778,154 170,125,895
无形资产 13 127,703,174 96,993,12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 121,679,599 130,301,353
其他资产 7,391,117 8,014,708
独立账户资产 15 8,408,907,652 -

资产总计 18,014,906,803 9,131,861,087

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6 200,092,329 55,021,179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17 20,421,499 70,993,824
应付职工薪酬 18 361,302,925 462,791,263
应交税费 19 17,137,918 32,996,694
其他应付款 20 1,787,034,280 1,697,451,063
租赁负债 21 79,594,253 117,796,283
独立账户负债 15 8,408,907,652 -

负债合计 10,874,490,856 2,437,050,306

所有者权益

实收资本 22 3,400,000,000 3,400,000,000
资本公积 897,960,119 897,960,119
其他综合收益 23 (1,079,232) (240,552)
盈余公积 24 368,225,357 288,737,435
一般风险准备 24 368,225,357 288,737,435
未分配利润 25 2,107,084,346 1,819,616,344

所有者权益合计 7,140,415,947 6,694,810,781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18,014,906,803 9,131,861,087



（二）利润表
单位：元

附注七 2023年度 2022年度

一、营业收入 2,405,570,341 3,157,834,384
管理费收入 26 2,232,453,334 2,894,891,327
利息净收入 27 178,038,069 127,293,675
投资收益 28 13,038,072 47,529,917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9 (54,081,343) (64,629,518)
汇兑损益 30,850,449 146,358,336
其他收益 2,370,148 1,488,928
其他业务收入 2,762,701 4,849,549
资产处置收益 138,911 52,170

二、营业支出 (1,323,681,306) (1,590,417,674)
税金及附加 (16,023,945) (21,850,770)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30 (83,838,599) (270,454,303)
业务及管理费 31 (1,217,628,357) (1,285,677,260)
其他业务支出 (3,506,399) (6,001,400)
信用减值损失 32 (2,684,006) (6,433,941)

三、营业利润 1,081,889,035 1,567,416,710
加：营业外收入 160,204 4,425,667
减：营业外支出 (1,739,718) (629,167)

四、利润总额 1,080,309,521 1,571,213,210
减：所得税费用 33 (285,430,303) (408,762,128)

五、净利润 794,879,218 1,162,451,082

其中：持续经营净利润 794,879,218 1,162,451,082

六、其他综合收益 925,948 (2,656,635)
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083,570) (575,32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083,570) (575,323)

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4,009,518 (2,081,312)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012,813 (2,128,411)
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3,295) 47,099

七、综合收益总额 795,805,166 1,159,794,447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附注七 2023年度 2022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的管理费收入 2,669,799,750 3,568,137,968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723,563 19,788,45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684,523,313 3,587,926,427
支付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139,441,239) (392,420,939)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57,934,837) (1,027,300,371)
支付的各项税费 (436,605,244) (712,035,54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05,597,328) (253,170,257)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39,578,648) (2,384,927,1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 944,944,665 1,202,999,320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334,408,454 1,453,194,548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56,800,018 160,613,060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317,328 90,149
收到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现金净额 29,974,105 110,035,1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521,499,905 1,723,932,857
投资支付的现金 (2,865,226,972) (2,701,026,03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68,965,443) (53,178,117)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34,192,415) (2,754,204,151)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412,692,510) (1,030,271,294)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到卖出回购金融资产现金净额 145,071,150 55,021,179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5,071,150 55,021,179

分配股利支付的现金 (350,200,000) (340,000,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4 (100,050,431) (96,439,226)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50,250,431) (436,439,226)
筹资活动使用的现金流量净额 (305,179,281) (381,418,047)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额 1,560,629 146,358,336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减少)额 34 228,633,503 (62,331,685)
加：年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4 787,136,743 849,468,428

六、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4 1,015,770,246 787,136,743



（四）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单位：元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

合计

2021年 12月 31日 3,400,000,000 897,960,119 2,416,083 172,492,327 172,492,327 1,229,655,478 5,875,016,334

2022年增减变动金额

净利润 - - - - - 1,162,451,082 1,162,451,082
其他综合收益 - - (2,656,635) - - - (2,656,635)
提取盈余公积 - - - 116,245,108 - (116,245,108) -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 116,245,108 (116,245,108) -
对所有者的分配 - - - - - (340,000,000) (340,000,000)

2022年 12月 31日 3,400,000,000 897,960,119 (240,552) 288,737,435 288,737,435 1,819,616,344 6,694,810,781

2023年增减变动金额

净利润 - - - - - 794,879,218 794,879,218
其他综合收益 - - 925,948 - - - 925,948
提取盈余公积 - - - 79,487,922 - (79,487,922) -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 - - - 79,487,922 (79,487,922) -
其他综合收益结转留存收益 - - (1,764,628) - - 1,764,628 -
对所有者的分配 - - - - - (350,200,000) (350,200,000)

2023年 12月 31日 3,400,000,000 897,960,119 (1,079,232) 368,225,357 368,225,357 2,107,084,346 7,140,415,947



（五）财务报表附注

1.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附

注二）与 2022 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不存在差异。

2.2023 年度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的更正。

3.与 2022 年度的财务报告相比，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

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财务报表附注完整内容详见本报告附件 7。

（六）审计报告的主要意见

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注册会计师任明洁、时真审计，并出具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保险责任准备金信息

截至 2023 年，公司主要经营企业年金基金管理业务、

职业年金基金管理业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业务和商业

养老金管理业务，未计提保险责任准备金。

四、风险管理状况信息

（一）风险评估

2023年，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主要面对的风险类型包括市

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和流动

性风险。公司根据监管政策、市场情况和业务实际，积极识

别、评估、监控、应对各类风险，风险状况总体可控。

1.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由于利率、权益价格、房地产价格、汇率等

不利变动导致公司遭受非预期损失的风险。市场风险包括利



率风险、权益价格风险、房地产价格风险、境外资产价格风

险、汇率风险和集中度风险。公司充分发挥多级投资决策体

系优势，严格遵循投资决策委员会及各专业委员会对市场风

险控制的指导要求，强化大类资产配置在投资决策中的作

用，提前布局做好大类资产配置计划，针对市场波动对仓位

进行调整，从账户层面做好统筹安排，防范系统性风险。养

老基金投资结合组合资金计划与委托人投资要求，合理构建

组合资产配置，每日计算风险敞口，控制市场风险暴露水平。

商业养老金投资根据产品定位及风险偏好，制定相应的战略

性资产配置策略，确保产品风险收益特征与其产品定位相匹

配。

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由于交易对手不能履行或不能按时履行

其合同义务，或者交易对手信用状况发生不利变动等情形，

导致公司遭受非预期损失的风险。公司不断健全完善信用风

险管理机制，采用信用风险限额管理、交易对手管理、综合

授信管理和债券池管理等工具控制信用风险整体水平。公司

持续加强日常信用风险监测预警，包括持仓主体外部风险、

负面舆情、投资品种信用质量等，及时跟踪持仓主体信用资

质变化情况，增强信用风险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

3.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完善的内部操作流程、人员、系统

或外部事件而导致直接或间接损失的风险，包括法律及监管

合规风险(不包括战略风险和声誉风险)。公司综合运用操作



风险与控制自评估、操作风险损失数据库和关键风险指标监

测操作风险管理三大工具，落实操作风险管理措施。通过组

织开展操作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合规相关培训和考试，提

升员工风险意识，积极培育公司内控合规文化。本年度公司

内部控制和操作风险控制自评估结果显示，公司内部控制有

效，无重大操作风险事件发生。

4.战略风险

战略风险是指由于公司战略制定和实施的流程无效或

经营环境变化，导致战略与市场环境和公司经营管理能力不

匹配的风险。公司作为经营养老金融业务的专业机构，具有

较为清晰的业务定位、年度经营目标计划和中长期发展规

划。根据有关监管要求，公司持续做好战略风险管理和发展

战略规划，进一步聚焦具备养老属性的业务领域，积极参与

第三支柱商业养老金试点工作，推进转型升级和产品创新。

5.声誉风险

声誉风险是指由公司各级机构行为、从业人员行为或外

部事件等，导致利益相关方、社会公众、媒体等对中国人寿

或公司形成负面评价，从而损害公司品牌价值，不利于公司

正常经营，甚至影响到市场稳定和社会稳定的风险。公司通

过及时了解客户和其他管理人反映较为集中的诉求，积极关

注和研究社会舆论热点，开展互联网舆情监测等，对可能影

响公司声誉的事件进行评估。公司对声誉风险的防范措施主

要包括：一是坚持依法合规稳健经营，高度重视消费者权益

保护工作，从根本上减少客户投诉和负面舆情发生；二是不



断完善客服制度体系，建立线上线下、总分联动、内外协同

的响应处理机制，做好投诉趋势研判、投诉分析、客户咨询

和投诉治理，客户体验得到进一步优化提升；三是加强与媒

体的沟通，引导媒体注重对公司新闻事件的客观报道，并建

立声誉风险应急预案；四是完善法律纠纷报告制度，建立法

律诉讼处理工作机制，有效控制法律诉讼风险。

6.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指公司无法及时获得充足资金或无法及

时以合理成本获得充足资金，以支付到期债务或履行其他支

付义务的风险。在公司投资管理组合和年金受托管理资产流

动性风险方面，因受益人申请支付的时间和资金量不固定，

风险敞口主要体现在不能满足给付和兑付需求，或因采取资

产变现而造成损失的风险。公司对流动性风险的防范措施主

要包括：一是关注杠杆融资风险，密切关注央行态度及市场

流动性水平的边际变化，并灵活调整投资组合的杠杆水平，

提前应对跨月、跨季等关键性紧张时点。二是严格执行投资

流动性的监管政策规定，监控流动性风险指标，及时有效防

范流动性风险事件；三是应对大额提取风险，与客户保持密

切沟通，及时了解客户的资金提取计划，做好流动性管理。

（二）风险控制

公司建立了“全面覆盖、全员参与、全程管理”的风险

管理体系，通过健全事前、事中与事后的风险管理工作机制，

不断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及流程，定期监控风险偏好执行情

况，较好地实现了对风险的全方位管控。



1.风险管理组织设置与履职情况

公司建立了董事会负最终责任，总裁室直接领导，以风

险管理部门为依托，各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覆盖各分公

司、中心和总公司各部门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架构。董事会

是公司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对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有

效性负责。总裁室根据董事会授权履行公司全面风险管理职

责。公司建立了风险管理的三道防线。各分公司、中心和总

公司各职能部门作为第一道防线，负责识别、评估、应对、

监控和报告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各类业务和非业务风险；风控

部门作为第二道防线，负责组织制定和推行风险管理制度，

组织协调风险管理工作，识别、评估、应对、控制公司风险；

审计部门作为第三道防线，针对公司已经建立的风险管理流

程和各项风险的控制程序和活动进行监督。

2.风险管理流程

公司优化风险管理流程，建立了贯穿事前、事中与事后

的风险管理工作机制。在事前防范方面，公司将风险管理重

心前移，做到未雨绸缪。各分公司、各中心、总公司各部门

梳理制度规范，查找风险点，制定应对措施，消除风险隐患。

在事中控制方面，各分公司、各中心、总公司各部门不断完

善制度规定和业务流程，并在具体操作中严格执行，使业务

在风险可控范围内高效运转。风险管理部门对执行情况进行

持续监测，适时进行指导，确保制度、流程内容的科学性和

有效性。在事后应对方面，公司建立风险应急预案，要求各

分公司、各中心、总公司各部门定期向风险管理部门报送风



险识别、分析、应对、控制和监督等信息，针对整改情况进

行检查，杜绝类似风险事件出现。

3.风险管理制度建设情况

公司结合业务实际，形成了以《全面风险管理办法》为

总纲，六大类风险管理制度为抓手，各项内控风险管理制度

和实施细则为依托的“1+6+N”的风险管理制度体系。2023

年，公司对照偿二代监管要求、结合自身实际，修订了《全

面风险管理办法》《市场风险管理办法》《信用风险管理办法》

《操作风险管理办法》《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制定了《偿

付能力恶化应急预案（试行）》《偿付能力压力测试管理办法

（试行）》等制度，将商业养老金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进一步优化相关部门职责和关键领域风险控制措施，公司风

险管理制度体系和应急管理机制进一步完善。

4.风险偏好执行情况

公司结合自身业务特点从资本、盈利、流动性、运营、

声誉五个维度进行风险偏好陈述，力求将抽象的风险战略指

标化、数量化，将公司战略规划逐级分解。公司通过关键风

险限额指标监控预警对风险偏好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使各层

级在对风险的认识、控制和处置上保持一致，使经营战略得

到有效落实。

五、产品经营信息

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准，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取

得企业年金基金受托人和账户管理人资格，并于 2010 年 12

月取得企业年金基金投资管理人资格。截至 2023 年底，公



司企业年金基金管理业务受托管理客户 35941 家，累计受托

管理资产规模 7037 亿元，服务对象 774 万人；账户管理客

户 15722 家，累计管理个人账户 249 万户；累计投资管理资

产规模 4056 亿元。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规定，因公司拥有企业年金

基金受托人和投资管理人资格，公司自动获得职业年金基金

受托人和投资管理人资格。截至 2023 年底，全国 33 个统筹

区全面投资运营，公司受托管理市场份额位居行业首位，投

资管理市场份额位居行业前列，在 29 地担任统一计划收益

率审核人，并承担待遇发放职责。

经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组织的管理人公开选聘，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获得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人资

格。截至 2023 年底，公司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投资管理

资产规模 455.25 亿元，投资策略涵盖股票、债券、非标等

各类资产。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开展养老保险公司商业

养老金业务试点的通知》（银保监办发〔2022〕108 号），

公司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十个试点省、市启动商

业养老金试点。截至 2023 年底，全年累计开立商业养老金

账户 37 万户，有效账户数 34 万户，存量业务规模 79 亿元。

六、偿付能力信息

根据资本吸收损失的性质和能力，保险公司资本分为核

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是指核心资本与

最低资本的比值，反映保险公司核心资本的充足状况。综合



偿付能力充足率，是指实际资本与最低资本的比值，反映保

险公司总体资本的充足状况。下表显示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

的偿付能力状况：

项目(单位：万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核心资本 690,984

实际资本 701,580

最低资本 58,362

核心偿付能力溢额 632,622

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 1184%

综合偿付能力溢额 643,218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202%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184%，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1202%，偿付能力充足。

七、公司治理信息

（一）实际控制人情况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和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有关联关系。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司控股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控股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股东情况

公司五家股东单位分别是：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持股比例 4.41%），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70.74%），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3.53%），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1.33%）和安保集团公司

（持股比例 19.99%）。

2023 年度公司未发生股权变更情况。

（三）股东大会情况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决定

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批准除董事会、总裁批准以外

的公司重大投资方案和资产处置方案；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

代表出任的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选举和更换由

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审议批准

董事会的报告；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审议批准公司的年

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

和弥补亏损方案；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对发行公司债券或者其他有价证券及公司上市作出决议；修

改公司章程，审议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议事规则；对

收购本公司股份作出决议；对聘用、解聘为公司财务报告进

行定期法定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审议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 3%以上（含 3%）的股东的提案；审议批准公

司设立法人机构；审议单项对外投资、资产购置、资产处置

与核销、资产抵押等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

5%以上的重大事项；审议法律法规、监管规定或者公司章程

约定的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股东大会主要决议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1。

（四）董事会情况

1.董事会职责

公司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大

会报告工作；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股

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公司的年度经营计划及投资方案；制订公



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

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

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

司股份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决定

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裁，根据总

裁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

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制订

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拟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审议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工作规则；提请股东大会聘请

或者解聘为公司财务报告进行定期法定审计的会计师事务

所；听取公司总裁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裁的工作；审议单项

对外投资、资产购置、资产处置与核销、资产抵押等金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 5%以下 2.5%（含）以上的

重大事项；审议重大关联交易；选聘实施公司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审计的外部审计机构；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

以及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2.董事会成员

截至 2023 年底，公司董事会成员 9 名，分别是：王军

辉、张林广、沈国华、于泳、叶蕾、Henry Yikan Wang、王

子民、管晓峰、陈重。

2023 年度，公司董事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投入充足工作时间，积极关心公司事务，按时出席公

司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和专委会会议，对会议审议事项进行认

真研究和决策，为公司运营提供专业性和建设性意见，谨慎、



勤勉、有效地履行了董事职责，对公司的规范运行发挥了重

要作用，维护了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董事简历详见本报告附件 2。

（五）独立董事情况

截至 2023 年底，公司独立董事 3 名，分别是王子民、

管晓峰、陈重。

2023 年度，公司独立董事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认真、谨慎、勤勉地行使了公司赋予的权利，切

实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和义务。独立董事按时出席董事会

会议和专委会会议，认真审议各项议案，并就有关议案客观、

公正和独立地发表了意见，维护了公司、股东和金融消费者

的权益。独立董事注重加强自身学习，积极参加培训，不断

加深对公司所在行业特点的理解，高度关注政策法规和市场

变化对公司的影响，通过多种途径主动了解公司经营情况，

注重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为公司董事会建设和公司发展做出

了积极贡献。

（六）监事会情况

1.监事会职责

公司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检查公司的财务；对董事、

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股东大会决议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当董事、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其予以纠正，必要时向

股东大会或国家有关主管机关报告；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在董事会不履行章程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会议职

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会议；列席董事会会议，对董事会

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者建议；向股东大会提出提案；依照《公

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

诉讼；提名独立董事；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

职权。

2.监事会成员

截至 2023 年底，公司监事会成员 3 名，分别是：魏达

铨、刘青、张海燕。

2023 年度，公司监事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忠实履行了监事职责。各位监事勤勉尽职,按照监事的职责

认真对有关议案进行了审议和决策。通过召开监事会会议、

列席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与管理层人员谈话、检查了解

公司的财务和运营情况等多种途径认真履行了监督职责，维

护了公司、股东和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监事简历详见本报告附件 3。

（七）高级管理层情况

截至 2023 年底，公司高级管理层成员 8 名，分别是：

张林广（副总裁、财务负责人）、方军（副总裁）、孙秀彬（副

总裁、董事会秘书）、刘振龙（副总裁）、张涤（总裁助理、

首席投资官）、张志禔（总裁助理、总精算师）、吴衔（审计

责任人）、罗庆（合规负责人）。

高级管理层简历详见本报告附件 4。

（八）薪酬管理情况



薪酬制度、2023 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

及绩效薪酬追索扣回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5。

（九）公司治理整体情况

2023 年，公司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按照监管部门颁布的相

关法规、规章的要求，参照公司治理最佳实践，不断优化公

司治理架构，积极推进公司治理机制建设，形成了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相互制衡与配合的公司治理机制，

制定了以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总裁办公会议事决策规则为基础的公司治

理制度，公司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机构独

立有效运作，形成了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

治理体系。

八、重大事项信息

2023 年，公司根据《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共编

制并发布重大事项临时公告 4 项，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6。

九、关联交易信息

2023 年，公司发生 1482 笔关联交易，涉及关联方 201

个，交易事项涉及资金运用、企业年金管理、协同销售等。

公司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集团公司和公司关联交易

管理相关规定，遵循依法合规和诚信公允原则，规范开展关

联交易管理工作，防范不正当利益输送，较好地维护了公司、

股东和客户利益。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



是按照监管新规及行业规则，及时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并制定相关配套制度，不断完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基础。

二是定期更新关联方信息档案，并按时向监管机构报送。三

是在经营活动中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关联交易的识别、审

批、披露及报告，确保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公允和交易比例合

规。四是根据公司业务的实际需要，组织开展关联方、关联

交易重点问题等排查检查工作，深入开展培训宣导，不断提

升关联交易管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十、消费者权益保护信息

（一）聚焦消保过程管理，扎实推动工作落实

公司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完善

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机制建设，推动消保考核、消保审查、

消保培训、消保宣传等各项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有效运行。

2023 年，公司积极落实开展“3·15”教育宣传周及金融消

保教育宣传月活动，制作活动专属消保文创产品，打造教育

宣传活动亮点；召开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委员会暨消费者权

益保护培训会议；完善消保考核指标内容；细化消保审查流

程及要点；针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内容

开展专题培训。

（二）聚焦投诉综合治理，紧盯风险防范化解

公司不断强化源头治理、过程管理和协同配合，加强投

诉综合治理，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2023 年公司

共受理监管转办投诉 17 件，其中个人养老保障产品业务投

诉 9 件，企业年金业务投诉 6 件，商业养老金业务 1 件，非



公司主体投诉 1 件，公司投诉总量保持低位水平。迄今为止，

公司未发生实质性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案件及

重大群体性事件。

（三）聚焦创新客户活动，有效提升客户体验

公司不断创新方式，提升客户体验。“国寿 616”客户节

期间，搭建涵盖互动游戏、健康资讯、消保专区等五大功能

模块的“嗨 FUN 乐园”客户节线上专区，并举办“国寿养老

护航，牵手共享未来”客户节直播。举办“同促养老金融发

展 共话人才战略新局”年金与人才发展高峰论坛，与广大

年金客户共创学思践悟的浓厚氛围。面向个人和机构客户开

展调查工作，基于客群特点持续优化完善调研方法和内容，

倾听客户声音、了解客户需求和痛点，推动服务持续改进。

十一、承担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积极践行中国人寿“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守护人民

美好生活”的企业使命和“成己为人 成人达己”的核心理

念，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增强责任意识，强化责任担当，履行

中管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

公司不断丰富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

多样化养老金融需求，业务范围全面覆盖国家养老保险“三

支柱”各领域，服务机构客户超过 3 万家，个人客户累计超

过 3000 万人。2023 年底，公司管理养老金规模突破 1.7 万

亿元。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业务新增规模位居养老险同业第

一；第二支柱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业务管理规模均稳居行业

首位；第三支柱商业养老金业务实现规模和有效客户数行业



双第一。公司在养老金融行业领军地位进一步巩固，服务国

家养老保障、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进一步增强。

养老金融机构作为机构投资者以及长期资金管理者，在

服务国家战略、支持实体经济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公司深刻

领会国家新战略、新政策、新制度，积极发挥养老资金优势

和市场引领作用，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聚能添力。

服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大养老金投资支持，积极服

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长三角一体化、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双城

经济圈建设，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增添新动能。

支持推进乡村振兴。自 2012 年起先后向青海化隆、广

西龙州两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派驻干部开展对口帮

扶工作，协助当地党委、政府落实脱贫攻坚任务、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在广西龙州县，公司积极发挥中国人寿主业特长，

整合内外部资源，实施帮扶项目共 74 个，通过党建帮扶、

保险帮扶、产业帮扶、健康帮扶、金融帮扶、交通帮扶、教

育帮扶、消费帮扶和生态帮扶等措施，助力龙州县驶入发展

“快车道”。

服务科技兴国战略。加大对科技创新与战略新兴产业的

支持，重点研究符合科技新领域、新赛道的投资机会，支持

智能制造、数字经济、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助力核心技术

突破升级。

此外，公司充分利用内外部报刊、电视、网络、新媒体

等平台，通过发布新闻稿件、长图文、短视频等形式及时生



动地向社会宣传展示公司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情况，维护良好

社会声誉。

十二、绿色金融工作开展情况

公司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建立健全具有

公司特色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全面系统将绿色发展理念融

入公司经营管理，持续加大绿色金融投资和产品开发力度，

在绿色金融领域体现国企担当。

在投资管理方面，重视加强国家重大战略研究，不断优

化投资布局，把握投资机会，服务国家绿色投资的重大战略。

在受托资产管理方面，在行业内创新设立“战略新兴产业”

与“绿色投资”为主题的专项养老金产品。公司作为受托人，

不断完善受托资产投资绿色投资与新兴产业追踪机制，督促

投资管理人加强相关领域投资布局。截至 2023 年底，公司

支持长三角区域和粤港澳大湾区、“绿色投资”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等投资余额合计超过 3000 亿元。

附件：1.股东大会主要决议情况

2.董事简历

3.监事简历

4.高级管理层简历

5.薪酬制度、薪酬披露信息及绩效薪酬追索扣回

情况

6.重大事项临时公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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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聚焦消保过程管理，扎实推动工作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