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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为督促保险公司不断提
升服务水平，围绕消费者反映最强烈
的销售、理赔、咨询、维权等方面的突
出问题，中国保监会近日公布了
2017年保险公司服务评价结果。

AAA级财产险公司空缺
根据《保险公司服务评价管理办

法（试行）》，保险公司服务评价体系
重点围绕消费者反映最强烈的销售、
理赔、咨询、维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结合行业实际，遵循“突出重点、先易
后难、逐步完善”的原则，按财产保险
和人身保险分别设定电话呼入人工
接通率、理赔获赔率、投诉率等8类
定量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对重要服务
创新和重大负面事件分别进行加减
分。据介绍，保险公司服务评级按照
得分从高到低依次分为A、B、C、D四
大类，具体包括 AAA、AA、A、BBB、BB、
B、CCC、CC、C、D共10级。

本次评价范围为截至2016年12
月31日所有开业满3个会计年度的
财产保险公司和人身保险公司，未将
养老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公司、健康
保险公司、政策性保险公司等保险公
司纳入本次评价，评价内容为参评保
险公司2016年度的服务情况。

评价结果显示，参评的59家人身
险公司中，获得A类评级的有11家，
占比18.64%；B类35家，占比59.32%；C
类12家，占比20.34%；D类1家，占比
1.69%，其中AAA级空缺，太平洋人寿、

德华安顾人寿、新华人寿、平安人寿等
4家获AA评级，新光海航人寿被评为
D级，在此次评级中表现最差。

参评的58家财产险公司中，获
得A类评级的有10家，占比17.24%；
B类38家，占比65.52%；C类10家，占
比17.24%，其中AAA级空缺，太平洋
财险、平安财险、人保财险、安盛天平
财险、锦泰财险等5家获AA评级。

省级机构将纳入评价范围
据悉，本次评价结果由中国保监

会成立的包括保险监管部门、行业自
律组织、高校专家、新闻媒体和保险
消费者代表等组成的保险公司服务
评价委员会审议确定。中国保监会
特别强调，评价结果显示了基于目前
指标体系的保险公司相对服务水平，
并不代表其资信水平和风险状况。

中国保监会保险消费者权益保
护局局长吕宙表示，服务评价指标体
系重点围绕消费者反映最强烈的销
售、理赔、咨询、维权等方面的突出问
题设计，对于专注保险保障的公司，
评价结果还是比较好的。对于有些
风险管控不严的公司，因为带来的投
诉相对也比较多，所以评价结果会受
到一定影响。

吕宙还表示，今年中国保监会暂
时先对保险公司总公司层级的服务
进行评价，还未涉及到具体的省分机
构，随着保险公司服务评价工作的逐
步推进和完善，将逐步将省级机构纳
入评价范围，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
研究。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在供给侧改革政策的影
响下，今年煤炭行业迎来了盈利高峰，
可随之而来的是，火电企业迎来了全
行业的业绩下滑。截至今年三季度
末，五大发电集团的利润总额仅258
亿元。而在2015年时，五大发电集团
的利润则超过了1000亿元。上周，随
着全国煤炭交易大会的结束，2018年
煤电长协谈判也落下帷幕。煤电长协
基准价与去年保持一致，而煤企长协
销售比例较去年有所提高，这在一定
程度上将进一步稳定煤价。业内认
为，明年市场煤均价可能下降，长协占
比的提高将收窄煤价跌幅预期，煤价
将进一步回归合理区间。

煤炭火电企业利润跷跷板
煤炭与火电企业由于是产业链

相关的上下游，而作为调节两大行业
利润的关键点则是煤炭的价格。在
过往的几年，由于煤炭过剩，煤炭企
业面临大规模的亏损。而今年以来，
煤炭与火电企业之间的业绩则颠倒
了过来。就火电企业而言，申万宏源
研报显示，年初以来煤价持续维持高
位态势，火电行业盈利承压明显，前
三 季 度 火 电 行 业 营 收 同 比 增 加
14.4%，净利润同比下降59.4%。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陈宗法在分
析“十三五”发电行业走势时称，发电
行业又进入了低谷期，未来四年多时
间里，大型发电集团的业绩走势依然
不容乐观。据其观察，目前煤电行业
约有三分之二陷入亏损，其中山西的
亏损面已达88%。

反观煤炭行业，受益于煤炭供应
偏紧所致的煤价上涨，今年前三季度，
煤企利润普遍向好。据国家能源局数
据显示，前三季度，煤炭采选业实现利
润2262亿元，同比增长7.2倍。

煤炭长协价格谈判落定
煤炭长协价格谈判的落实可以

缓解火电企业的经营状况，控制住
经营成本。上周，随着全国煤炭交
易大会的结束，2018年煤电长协谈
判也落下帷幕。与此同时，发改委
也再次强调，要通过煤电联营和兼
并重组等长效机制来解决煤电顶牛
的矛盾。

中银国际分析师唐倩认为，长协
基准价维持不变将是对上下游都比
较好的解决方案，一方面煤企有不错
的盈利，一方面可以使下游得以生
存，不至于被逼死。在国企为主导的
行业格局和国家更严的监管要求下，
煤炭企业对稳定的价格也有较好的
诉求，预计会有较好的执行。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
工业企业财务数据显示，今年1-10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3.3%，增速比1-9月份加快0.5个百
分点。其中，10月份利润同比增长
25.1%，增速虽比9月份减缓2.6个百
分点，但仍是今年以来月度较高增速。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何平博士表
示，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的同
时，企业效益也在持续改善。表现在
企业成本费用持续下降和资金周转
加快。

何平进一步解读认为，企业的杠
杆率下降，经营风险持续降低，10月
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5.7%，同比降低0.5个百分点，其中，

国有控股企业资产负债率为60.9%，
同比降低0.5个百分点，比9月末降
低0.1个百分点。亏损企业减少，亏
损额下降。1-10月份，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同比减少1.6%；
亏损企业亏损总额同比下降18.1%。

从行业看，煤炭、钢铁、化工、石
油等行业新增利润多，1-10月份，煤
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4个行业合
计新增利润6034亿元，对全部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为
51.2%。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1-10月份，
高技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
长13.6%，增速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高1.2个百分点。

保监会公布今年保险公司服务评价结果

互联网保险投诉量增长迅猛

国家统计局发布工业企业财务数据

1-10月工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

煤炭长协价格谈判落定

明年煤炭市场均价或将下降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为推动商业银行提升银
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水平，弥补监管
制度短板，时隔8年，银监会再次对
《商业银行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管理指
引》进行了全面修订，并于近日发布
《商业银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指
引（修订征求意见稿）》。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是银行面临
的重要风险。据悉，为避免名称与
银行开立的各类账户相混淆，此次
《征求意见稿》将原“银行账户”表述
调整为“银行账簿”。银行账簿记录
的是商业银行未划入交易账簿的相

关表内外业务，范围与原《商业银行
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管理指引》和《商
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等规
定中所述“银行账户”相同。《征求意
见稿》内容包括总则、风险治理、风
险计量和压力测试、计量系统与模
型管理、计量结果应用和信息披露、
监督检查、附则七个章节，以及名词
解释、利率冲击情景设计要求、客户
行为性期权风险考虑因素、模型管
理要求、标准化计量框架、监管评估
六个附件。

据悉，为给商业银行在制度和系
统等方面留有准备时间，“指引”预计
实施时间为2019年1月1日。

商业银行银行账簿
利率风险管理有望再迎新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