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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華 人民共和 國註 冊 成立 之股 份有限公 司）

（股份代號：2328）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
業績公佈

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五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及上年同期的比較數字如下：

未經審核損益簡表
2005年1月1日至 2004年1月1日至

6月30日期間 6月30日期間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營業額 3 34,882 35,389

已賺淨保費 3 24,939 24,206
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 3 679 530
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淨損失 3 (711) (514)
已發生淨賠款 4 (18,050) (17,586)
遞延保單獲取成本的攤銷 (2,178) (1,626)
計提保險保障基金 (302) (325)
受保人儲金型存款利息 (67) (78)
一般行政及管理費用 (2,880) (3,251)

經營利潤 1,430 1,356
財務費用 (56) (66)

除稅前利潤 1,374 1,290
所得稅 5 (485) (327)

股東應佔淨利潤 889 963

建議中期股息 6 802 －

每股基本盈利（人民幣） 7 0.080 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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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資產負債簡表
未經審核金額 審核金額

2005年6月30日 2004年12月31日
附註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重新列示）
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404 16,275
定期存款 13,359 11,723
債權類證券 15,060 14,649
權益類證券 4,497 5,568
貸款 2,910 2,910
資本保證金 2,228 2,228
應收保費及代理賬款（淨額） 8 6,033 2,472
未賺保費準備金的分保部分 5,918 4,319
遞延保單獲取成本 1,600 2,253
其他非流動資產 189 286
應收分保賬款 9 1,919 989
未決賠款可收回的分保部分 5,434 5,957
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10 1,138 2,515
固定資產 10,503 10,942
投資物業 159 162
在建工程 1,461 949
預付土地租金 4,101 4,065
遞延稅項資產 355 －

總資產 96,268 88,262

負債
應付分保賬款 11 4,194 1,311
保險保障基金 191 1,099
應付所得稅 534 291
其他負債及預提費用 4,849 6,153
遞延稅項負債 － 29
未賺保費準備金 35,675 30,803
未決賠款準備金 22,498 21,272
受保人儲金型存款 8,582 8,786
次級貸款 2,000 2,000

總負債 78,523 71,744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11,142 11,142
儲備／所有者權益 6,603 5,376

17,745 16,518

總權益及負債 96,268 88,262

附註：
1. 編製基準和會計政策

本未經審核的中期簡要財務報表是由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審計準
則》第700號－《財務報表的審閱》進行審閱的。
本未經審核的中期簡要財務報表是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要求而編製的。
除下列因本公司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採用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和香港會計準則而發生的變
更以外，本中期財務報表會計政策採用和編製基礎與二零零四年財務報表相比並無重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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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 會計報表的呈報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會計差錯更正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 房屋、土地及設備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 租賃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員工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 匯率變化的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 關聯方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 金融工具：會計披露及表達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 投資物業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 基於股權的付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 保險合同
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8、16、19、21和24號沒有對公司的會計政策和會計報表數字的計算產
生重大影響。採用其他香港會計準則款項所產生的具體影響是：
(1) 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

在以前年度，自用租賃土地和房屋是以成本減去累計折舊和減值準備之後的餘額計價的。
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規定，本公司對於租賃土地和建築物的權益，分拆為租賃土地和
租賃建築物。由於土地租賃期結束時，土地所有權並不會轉歸本公司所有，因此租賃土地
分類為經營租賃，而有關租賃金則從固定資產重分類至預付土地租賃金或土地租賃金；租
賃建築物仍記為固定資產。預付土地租賃金或土地租賃金初始時以成本列示，然後在租賃
期按直線法攤銷。當租賃費用不能按照土地和建築物的公允價值作可靠拆分，則全額記入
土地和建築物成本，並以租賃期和可使用年限孰短進行攤銷。
此項會計政策的變更沒有對損益表和未分配利潤產生影響。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資產負債表的比較數字已經被重新列示，以反映對租賃土地的重分類。

(2)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和第39號－金融工具
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和第39號對金融工具的確認、計量、終止確認和披露相關的會計
政策產生變更。其重大變化如下所示：
披露
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對金融資產和負債到期情況的披露產生變更。
投資分類
在以前年度，投資分為交易類、非交易類和持有至到期日類的投資。相關的投資會計政策
刊於二零零四年年度已審核財務報告附註四。
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公司持有的投資可分為三類金融資產：以公允價值列示且公允
價值變動反映於損益表的金融資產，貸款及應收賬款及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對於並非屬
於以公允價值列示且公允價值變動反映於損益表中的金融資產，在初始確認時以公允價值
加上相應的交易成本計量。本公司在初始確認時確定投資分類並在適當及容許的情況下於
資產負債表日重新評估有關分類。
所有正常購買或銷售的金融資產在交易日，即公司承諾購買資產的日期確認。正常購買或
銷售資產是指按照市場規定或慣例在一定日期內進行資產交割。
以公允價值列示且公允價值變動反映於損益表中的金融資產包括為交易而持有的金融資產
或一些在初始確認時被本公司劃定為以公允價值列示且公允價值變動反映於損益表中的金
融資產。金融資產如以短期賣出為目的而購買的，則分類為以交易為目的而持有的投資。
以交易為目的而持有的投資的公允價值變化在損益表中確認。
貸款和應收賬款定義為具有固定的或可確定現金付款，但在活躍市場中無報價的非衍生金
融資產。這類資產用有效利率的方法計算攤餘成本。以攤餘成本計價的這類投資被終止確
認、發生減值或進行攤銷時產生的利潤或損失計入本期損益。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包括可供出售的上市或非上市的債權或權益類證券，或是不能分到其他
兩類的非衍生金融資產。初始確認後，可供出售的投資的公允價值變化在權益中單獨確認，
當該資產被出售、收回、處置、或確認發生減值時，將其以前在權益中確認的累計收益或
損失轉入損益表中。
在金融市場活躍交易的投資的公允價值取決於資產負債表日的市場收盤價。如某項投資的
市場不活躍，公允價值將採用估值方法確定。該等方法包括參考近期發生的同等交易，其
他大致類同的金融工具現行市場價格、現金流折現模型和期權定價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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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以下原因，非上市的債權或權益類證券的公允價值不能可靠計量：
(a) 合理的公允價值的估計存在重大可變性，或
(b) 在一定範圍內各種估計的可能性不能合理評估並用於估算公允價值，則有關證券以成

本計價。
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對一些金融資產進行了重分類。
金融資產減值準備
本公司於每個資產負債表日檢查是否有客觀跡象表明，在初始確認資產價值之後，出現了
一個或多個損失事項，導致一項金融資產或一類金融資產受損，而該損失事項對未來現金
流的影響能被可靠地估計。
以攤餘成本計價的資產
本公司首先評估是否有客觀跡象表明減值存在於一項具重要性的金融資產，還是單獨或整
體地存在於一組不獨立具有重要性的金融資產。如果已經確定沒有客觀跡象表明減值存在
於任何一項的金融資產，無論重要與否，此項資產都被合併在具有相同信貸風險特徵的同
類金融資產當中，整體進行減值評估。一項資產如被單獨評估了減值並確認了其減值損失，
則不再與其他金融資產項目合併進行整體減值評估。
如果有客觀跡象表明貸款、應收款項或持有至到期日投資等以攤餘成本計價的金融工具已
經出現了減值損失，資產的賬面價值與估算未來的現金流（不包括未來出現信貸損失）以原
始有效利率折現的現值之間差額確認減值損失。有關的賬面值可通過直接沖減資產賬面價
值或者使用備抵科目來抵減資產賬面價值。有關損失在損益表中確認。
如果在以後的會計年度，減值損失的金額減少，且這種減少客觀上與減值損失確認時發生
的事項相關聯，則先前確認的減值損失可從損益表中轉回。有關轉回不應當使該項金融資
產於損失減值轉回時的賬面價值超過其未確認減值的攤餘價值。
以出售為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資產
如果有客觀跡象表明發生減值，已被確認到權益的累計損失，應從權益中轉回並被確認到
損益表。被確認到損益表中的金額應當為購置成本（扣除償還和攤銷金額）與當前公允價值
之間的差額，扣除該項金融資產在以前年度確認到損益表中的減值損失。任何以出售為目
的而持有的權益類證券的減值損失都不能通過損益表轉回。
如果債券的公允價值的回升與在損益表中確認其減值損失時發生的事項能客觀地判斷為相
關，債券的減值損失可通過損益表進行轉回。
金融衍生工具
本公司沒有使用任何單獨的衍生工具，但結構性存款和可轉換債券類含有嵌入式金融衍生
工具。一個嵌入式衍生工具是一個同時包含了非衍生主合同的混合型（組合型）工具的一部
分。

因為所有含嵌入式的衍生金融工具自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起都被重新分類為以公允價值列
示且公允價值變動反映於損益表的金融資產，嵌入式衍生金融工具沒有從主合同中拆分出
來獨立確認。

(3)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投資物業

採用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對投資物業的會計政策產生變更。投資物業是以獲得租賃收入或
資本增值為目的，而非以生產、提供產品、服務、管理或普通目的而持有的於物業的投資。
投資物業初始時按成本計量，即按獲取該等投資所支付的金額及交易成本，扣除累計折舊
及減值準備後以淨額列示。

在以前期間，公司根據原有的香港標準會計準則第13號「投資物業會計處理」中對保險公司
的豁免規定，並未將投資物業單獨披露。以前期間，投資物業作為固定資產列示。採用香
港會計準則第40號後，投資物業在資產負債表中單獨列示。

此項在會計政策的變更沒有對損益簡表和未分配利潤產生影響。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資產負債簡表的比較數字已經被重新列示以反映對投資物業的重分類。

(4)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基於股權的付款

在以前年度，基於股權的交易在職工（包括董事）可以行使或已被行使的情況下，才在財務
報表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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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基於股權的付款」，本公司股票增值權的會計政策產生
變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規定，以現金結付基於股權的交易在得到職員的服務時計
量，並在初始時點以公允價值計算負債。在頒授日與實際完全可行使日之間發生的公允價
值變化應在這段期間分攤並確認相應的負債。該負債的公允價值在每個資產負債表日和結
付日計量，其公允價值的變化則記入損益表中。由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對以往年度
財務報告無重大影響，因此採用未來適用法，以致本期利潤下降人民幣2百萬元。

(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同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規定，保險合同應具有重大保險風險轉移的合同。僅轉移了
金融風險而沒有轉移重大保險風險的合同應劃分為投資合同。採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
號條款沒有對任何資產、負債、收入和費用的計量和確認造成重大影響。

2. 分部報告
分部報告是按本公司以各分部業務經營狀況為基礎劃分。本公司的客戶及業務均發生在中國境
內，因此沒有呈示地區分部信息。

具體的業務分部如下：

(a) 機動車輛分部提供與機動車輛相關的保險產品；

(b) 企業財產分部提供與企業財產相關的保險產品；

(c) 家庭財產分部提供與住房擁有者及其家庭財產相關的保險產品；

(d) 貨運保險分部提供與貨物運輸相關的保險產品；

(e) 責任保險分部提供與保戶責任相關的保險產品；

(f) 意外傷害保險分部提供與意外傷害相關的保險產品；

(g) 其他保險分部主要包括與船舶、飛機、能源等有關的保險產品。

本公司的業務分佈狀況如下：

2005年1月1日至 2004年1月1日至
6月30日期間 6月30日期間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營業額
機動車輛險 22,872 24,197
企財險 5,330 5,145
家財險 585 793
貨運險 1,578 1,527
責任險 1,377 1,094
意外傷害險 1,070 836
其他 2,070 1,797

34,882 35,389

已賺淨保費
機動車輛險 18,384 16,377
企財險 2,712 3,238
家財險 397 378
貨運險 1,147 1,710
責任險 848 942
意外傷害險 789 851
其他 662 710

24,939 24,206

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
家財險 126 53

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淨損失
家財險 (12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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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生淨賠款
機動車輛險 (14,423) (14,096)
企財險 (1,604) (1,248)
家財險 (72) (103)
貨運險 (579) (459)
責任險 (611) (561)
意外傷害險 (314) (553)
其他 (447) (566)

(18,050) (17,586)

遞延保單獲取成本的攤銷
機動車輛險 (2,007) (1,328)
企財險 (170) (133)
家財險 (140) (47)
貨運險 (108) (118)
責任險 (95) (72)
意外傷害險 (77) (53)
其他 419 125

(2,178) (1,626)

計提保險保障基金
機動車輛險 (211) (231)
企財險 (41) (45)
家財險 (5) (8)
貨運險 (13) (14)
責任險 (11) (10)
意外傷害險 (9) (8)
其他 (12) (9)

(302) (325)

受保人儲金型存款利息
家財險 (67) (78)

未計入未能分配的經營收支前的分部溢利
機動車輛險 1,743 722
企財險 897 1,812
家財險 112 188
貨運險 447 1,119
責任險 131 299
意外傷害險 389 237
其他 622 260

4,341 4,637

未能分配的經營收支
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 553 477
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淨損失 (584) (507)
一般行政及管理費用 (2,880) (3,251)
財務費用 (56) (66)

(2,967) (3,347)

除稅前利潤 1,374 1,290

所得稅 (485) (327)

股東應佔淨利潤 889 963

由於家庭財產保險產品所得款項是投資於指定的投資組合，因此，相關的利息、股息和租金收
入及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淨損失可以單獨分配至家庭財產保險分部。剩餘金額由於不能分配
至個別的分部，因此列為未能分配的經營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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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額及收入
營業額是指直接承保和再保險業務保費收入扣除政府營業稅及附加。

有關期間的營業額、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及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淨損失分析列示如下：

2005年1月1日至 2004年1月1日至
6月30日期間 6月30日期間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營業額
直接承保保費 36,875 37,395
分保業務保費 4 1

36,879 37,396

減：營業稅及附加 (1,997) (2,007)

34,882 35,389

已賺淨保費
營業額 34,882 35,389
減：分出保費 (6,670) (4,803)

淨保費收入 28,212 30,586
減：未賺保費準備金變動額 (3,273) (6,380)

已賺淨保費 24,939 24,206

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定期存款的利息收入 306 203
債權類證券的利息收入 259 176
貸款的利息收入 70 3
權益類證券的股息收入 33 137
投資物業租賃收入 11 11

679 530

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淨損失
債權類證券已實現投資收益 123 4
權益類證券已實現投資收益／（損失） (25) 4
債權類證券未實現投資收益／（損失） 25 (51)
權益類證券未實現投資損失 (589) (471)
債權類和權益類證券計提的減值準備損失 (245) －

(711) (514)

4. 已發生淨賠款
2005年1月1日至 2004年1月1日至

6月30日期間 6月30日期間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賠款支出總額 19,416 18,747
減：攤回分保賠款 (3,115) (3,106)

賠款支出淨額 16,301 15,641
加：未決賠款準備金變動額 1,749 1,945

已發生淨賠款 18,050 17,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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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
2005年1月1日至 2004年1月1日至

6月30日期間 6月30日期間
未經審核金額 未經審核金額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當期－中國
　期間稅項支出 1,035 456
遞延稅項 (550) (129)

本期間稅項支出總額 485 327

中國所得稅準備是根據本公司適用相關中國所得稅法定稅率33%計提。

6. 股利
本公司董事會建議每普通股派發中期股息人民幣7.2仙（二零零四年：無）。有關建議派發的中期
股息需要臨時股東大會批准。

7. 每股基本盈利
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會計期間的每股基本盈
利是根據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會計期間的淨利潤人民幣889百萬元(二零零四年一
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會計期間：人民幣963百萬元)和本期己發行普通股111.42億股計算（二零零
四年：111.42億股普通股）。

由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會計期間沒有導致每股盈利攤薄的事項，因此對攤薄後
每股盈利不作出披露。

8. 應收保費及代理賬款（淨額）
2005年6月30日 2004年12月31日
未經審核金額 審核金額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應收保費及代理賬款 6,495 2,633
減：呆壞賬準備 (462) (161)

6,033 2,472

以下是應收保費扣除呆壞賬準備後按應收款到期日計算的賬齡分析：

2005年6月30日 2004年12月31日
未經審核金額 審核金額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3個月內 5,513 2,249
3個月後但6個月內 405 140
6個月後 115 83

6,033 2,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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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分保賬款
應收分保賬款於資產負債表日的賬齡分析如下：

2005年6月30日 2004年12月31日
未經審核金額 審核金額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3個月內 1,557 755
3個月後但6個月內 190 80
6個月後 172 154

1,919 989

10. 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預付款及其他應收款中含一筆應收省市政府賬款合計人民幣12.1
億元。於一九九九年按照國務院對中國保險行業進行重組的指令，本公司承接與若干省政府有
關的商業財產保險業務。在承接當天，本公司承擔的負債淨額為人民幣12.1億元，其中主要包括
未賺保費準備金及未決賠款準備金，減除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截止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期間，本公司按照財政部與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
監會」）的批復，把有關應收省市政府賬款與保險保障基金進行抵銷。

11. 應付分保賬款
應付分保賬款分析如下：

2005年6月30日 2004年12月31日
未經審核金額 審核金額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應付分保賬款結餘 3,753 641
存入分保準備金 441 670

4,194 1,311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應付分保賬款結餘，均於有關結算日
後三個月內到期或須即期支付。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存入分
保準備金的金額在有關分保合同到期時償還。

管理層對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的討論與分析

概覽

本公司作為中國財產保險市場居主導地位的保險公司，在為客戶提供各種財險產品的同
時還提供多種意外傷害保險和短期健康保險產品。本公司與美國國際集團（「AIG」）合作
開發意外傷害保險和短期健康保險產品並已逐步向全國市場推廣。二零零五年上半年，
本公司財險市場份額為53.1%。

下表列明所示時間段本公司的已賺淨保費、承保利潤、淨利潤及總資產。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已賺淨保費 24,939 24,206
承保利潤1 1,529 1,418
淨利潤 889 963
總資產 96,268 93,705

1 承保利潤為已賺淨保費扣除已發生淨賠款、遞延保單獲取成本的攤銷、計提保險保障基金、一
般行政及管理費用後的淨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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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業績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公司營業額小幅下降，但承保業績比較理想；投資業務表現不佳。
下表列明所示時間段本公司若干財務指標佔已賺淨保費的百分比。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

已賺淨保費 100.0 100.0
已發生淨賠款 (72.4) (72.7)
遞延保單獲取成本的攤銷 (8.7) (6.7)
計提保險保障基金 (1.2) (1.3)
一般行政及管理費用 (11.5) (13.4)
承保利潤 6.1 5.9
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 2.7 2.1
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淨損失 (2.9) (2.1)
財務費用 (0.2) (0.3)
受保人儲金型存款利息 (0.3) (0.3)
除稅前利潤 5.5 5.3
所得稅 (1.9) (1.3)
淨利潤 3.6 4.0
賠付率 72.4 72.7
費用率 21.5 21.4
綜合成本率 93.9 94.1

下表列明所示時間段本公司各分部的已賺淨保費、已發生淨賠款及遞延保單獲取成本的
攤銷佔該指標總額的百分比。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

已賺淨保費
機動車輛險 73.7 67.7
企財險 10.9 13.4
家財險 1.6 1.6
其他 13.8 17.3

總計 100.0 100.0

已發生淨賠款
機動車輛險 79.9 80.2
企財險 8.9 7.1
家財險 0.4 0.6
其他 10.8 12.1

總計 100.0 100.0

遞延保單獲取成本的攤銷
機動車輛險 92.2 81.7
企財險 7.8 8.2
家財險 6.4 2.9
其他 (6.4) 7.2

總計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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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額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公司營業額達348.82億元人民幣，較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的353.89億
元人民幣減少5.07億元人民幣（或1.4%）。該項減少的主要原因是本公司機動車輛險營業額
減少13.25億元人民幣。

已賺淨保費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公司已賺淨保費為249.39億元人民幣，較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的242.06
億元人民幣增加7.33億元人民幣。該項增加主要是由於未賺保費準備金淨額變動的減少，
但分出保費的增加和營業額的減少部分抵減了未賺保費準備金淨額變動減少的影響。分
出保費由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的48.03億元人民幣（或營業額的13.6%）增加至二零零五年上半
年的66.70億元人民幣（或營業額的19.1%），主要原因是本公司提高了商業分保比例。因此，
儘管二零零五年法定再保險較二零零四年減少5個百分點，本公司二零零五年上半年再保
險整體的分出比例仍較二零零四年上半年大幅提高。

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公司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達6.79億元人民幣，較二零零四年上半
年的5.30億元人民幣增加28.1%。這主要是由於銀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1.03億元人民幣，債
權類證券的利息收入增加0.83億元人民幣，以及貸款的利息收入增加0.67億元人民幣，但
權益類證券股息收入減少1.04億元人民幣部分抵減了上述增加的影響。利息收入的增加主
要受到銀行提高利率以及定期存款和債權類投資餘額增加的影響，而權益類證券股息收
入的減少主要是由於基金分紅減少。

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淨損失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公司債權類及權益類投資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淨損失達7.11億元
人民幣，較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的淨損失5.14億元人民幣增加1.97億元人民幣，投資淨損失
的增加主要是由於本公司存放在漢唐證券債權類投資減值準備增加以及權益類投資已實
現及未實現投資收益的減少，但債權類投資已實現及未實現投資收益的增加部分抵減了
上述影響。

已發生淨賠款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公司已發生淨賠款為180.50億元人民幣，較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的
175.86億元人民幣增加2.6%。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公司賠付率為72.4%，略低於二零零四
年上半年的72.7%。已發生淨賠款的增加主要是由於企業財產保險的已發生淨賠款由二零
零四年上半年的12.48億元人民幣增加3.56億元人民幣至二零零五年上半年的16.04億元人
民幣，以及機動車輛保險的已發生淨賠款由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的140.96億元人民幣增加3.27
億元人民幣至二零零五年上半年的144.23億元人民幣。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未決
賠款準備金淨額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增加17.49億元人民幣。該項增加主要是由
於二零零五年所發生賠案所對應的未決賠款準備金的增加，部分是由於本公司比較了二
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最新的精算結果和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精算結果後，增加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發生的案件所確立的未決賠款準備金4.77億元人民幣。其
中，對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發生的機動車輛保險賠案的未決賠款準備金增加
2.98億元人民幣，對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發生的企業財產保險賠案的未決賠款
準備金增加1.63億元人民幣。

遞延保單獲取成本的攤銷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公司遞延保單獲取成本的攤銷為21.78億元人民幣，較二零零四年
上半年的16.26億元人民幣增加33.9%。該項增加主要由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所攤銷以前年
度保單獲取成本的大幅增長，但二零零五年上半年分保比例增加導致攤回分保費用增加，
部分抵減了上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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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提保險保障基金
根據中國相關保險法規，本公司須按照自留保費的1%提取保險保障基金。二零零五年上
半年，本公司計提保險保障基金為3.02億元人民幣，較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的3.25億元人民
幣減少7.1%，該項減少主要是由於自留保費的降低。

受保人儲金型存款利息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公司受保人儲金型存款利息為0.67億元人民幣，較二零零四年上半
年的0.78億元人民幣減少14.1%。該項減少主要是由於本公司金牛投資保障型家庭財產保
險產品投資金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的平均餘額低於二零零四年上半年。

財務費用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公司財務費用為0.56億元人民幣，較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的0.66億元
人民幣降低0.10億元人民幣。主要是由於與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相比，本公司二零零五年上
半年存入分保保證金利息支出的減少。

一般行政及管理費用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公司一般行政及管理費用為28.80億元人民幣，較二零零四年上半
年的32.51億元人民幣減少3.71億元人民幣。該項減少主要是由於公司在二零零五年上半
年加強了費用控制的力度，同時折舊與攤銷也有所減少。

除稅前利潤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公司除稅前利潤為13.74億元人民幣，較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的12.90
億元人民幣增加0.84億元人民幣。該項增加主要是由於利息、股息和租金收入增加1.49億
元人民幣及承保利潤增加1.11億元人民幣，但債權類及權益類投資已實現及未實現的投資
淨損失增加1.97億元人民幣部分抵減了上述影響。

所得稅項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公司的所得稅項為4.85億元人民幣，較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的3.27億
元人民幣增加48.3%。本公司的實際稅率由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的25.3%增加至二零零五年
上半年的35.3%。

淨利潤
由於上述各項，本公司淨利潤由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的9.63億元人民幣減少7.7%至二零零五
年上半年的8.89億元人民幣。二零零五年上半年的每股基本盈利為0.080元人民幣。

綜合成本率
本公司的綜合成本率由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的94.1%降低至二零零五年上半年的93.9%，主
要是由於本公司的賠付率由二零零四年上半年的72.7%降低至二零零五年上半年的72.4%。

新產品開發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公司開發家庭財產保險、責任保險和機動車輛保險共12個全國性
新條款，其中主險條款4個，附加險條款8個。

二零零五年下半年，本公司將繼續加大市場調研和拓展力度，針對目標客戶群和特定渠
道，進行個性化產品設計；積極推進與AIG的合作，不斷完善意外傷害保險，繼續推進短
期健康保險產品在全國重點城市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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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金流量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
二零零五年 二零零四年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 6,839 8,102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 (1,297) (3,132)
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 (2,413) (839)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 3,129 4,131

本公司二零零五年上半年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入淨額為68.39億元人民幣，較二零零四
年上半年減少15.6%。主要原因是由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收取現金保費減少及退保支出較
高等因素。

本公司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為12.97億元人民幣，較二零零四
年上半年減少58.6%。該項減少的主要原因在於證券投資淨流出的減少。

本公司二零零五年上半年融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淨額為24.13億元人民幣，而二零零四
年上半年在融資活動中產生的現金淨額為流出8.39億元人民幣，主要是因為買入返售證券
支出的增加。

本公司二零零五年上半年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淨額為31.29億元人民幣。

流動性
本公司的流動資金主要來自經營活動所產生的現金流量，主要為已收取的保費。此外，
流動資金來源還包括投資收益、已到期投資、出售資產及融資活動所得的款項。本公司
對流動資金的需要主要包括支付賠款及履行與未滿期保單有關的其他義務、資本開支、
經營費用、稅項及支付股息及投資需求。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十月十日與國家開發銀行訂立一項次級貸款協議，借款20億元人民
幣。該筆貸款無抵押，按中國人民銀行五年期貸款利率的90%計算利息，且於二零二三年
十一月到期償還。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六日獲得國家開發銀行提供金額最多為100億元人民幣的十
年循環信貸額度。根據該信貸額度動用的每筆款項須於一年內償還。於本公佈日，本公
司尚未動用該信貸額度。

除前述次級貸款及信貸額度以外，本公司不以借款方式獲取營運資金。

本公司預期可以通過經營所得現金流滿足未來營運資金需求。本公司董事會認為本公司
具有充足的營運資金。

資本開支
本公司的資本開支主要包括在建經營性物業，購入經營性機動車輛以及開發信息技術系
統方面的開支。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公司資本開支為6.48億元人民幣。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開始籌建總部新辦公樓，此外無其他重大資本開支。預計本
公司的資金來源完全能夠滿足資本開支計劃及日常營運等資金需求。

償付能力要求
本公司須受若干有關本公司財務運作的法規監管，包括有關要求本公司保持償付能力和
滿足11項監管指標以及撥備若干基金和儲備的法規。根據中國保險法規要求，本公司於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須保持的最低償付能力額度為80.58億元人民幣，按中國保監會規定計
算的本公司實際償付能力額度為117.93億元人民幣，償付能力額度充足率為146.4%。

根據中國保監會規定，若保險公司未能符合關於償付能力的11項監管指標中的4項，中國
保監會有權要求解釋並調查未能符合的原因。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公司未達到要求的
監管指標少於4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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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率及其他比率
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資產負債率2為81.6%，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81.3%提高了0.3個百分點。保費與資本比率指財險公司於任何財政年度的自留保費與該
保險公司的實收資本、資本公積金、盈餘公積金及公益金總和之間的比率。根據中國保
險法，財險公司於任何財政年度的保費與資本比率不得超過4倍。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
十日，本公司該項比率達到3.39倍3。
2 資產負債率為按照香港口徑下計算的總負債與總資產的比率。
3 按照中國《金融企業會計制度》口徑計算，其中自留保費為截止到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的一

個完整年度數據。

或有負債
鑒於保險業務的性質，本公司在某些與日常業務相關的法律訴訟中作為原告或被告，這
些法律訴訟主要涉及本公司保單的索賠。儘管目前無法確定這些或有事項或法律訴訟的
結果，但本公司相信任何由此引致的負債均不會對本公司的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構成嚴
重負面影響。

利率風險
本公司持有的固定收益投資，存在利率風險。此外，本公司還投資於浮息金融工具，其
利息收入隨利率的波動而上升或下降。本公司持有的證券投資基金也存在利率變動所帶
來的價格波動風險。本公司通過積極審查投資組合及咨詢財務投資專家的意見管理與利
率變動相關的風險，旨在維持資產的流動性，確保獲得穩定回報。

信用風險

本公司的投資資產，如企業債券及證券投資基金，存在信用風險。本公司通過在投資前
分析被投資公司的資信狀況，並嚴格遵守中國保監會只准投資評級高於AA級的企業債券
的規定，努力控制信用風險。本公司的再保險人結欠本公司的款項存在信用風險。因此，
除中國財產再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等國有再保險人外，本公司僅向A.M.Best公司評級為A-級
及以上的再保險人購買再保險，並密切關注其信用及財務狀況。

匯率風險

本公司主要以人民幣進行業務，人民幣亦為本公司的本位幣兼財務報表貨幣。但是，本
公司部分業務（包括部分國際貨運險業務及航空險業務）以外幣計值（通常為美元）。本公
司的部分索賠及負債也以外幣計值（通常為美元）。從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起，中國
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
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同時中國人民銀行將二零
零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時正美元對人民幣交易價格調整為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美
元交易價格下降約2%。由於本公司在會計期末需要將外幣資產與負債折成人民幣，匯率
變動將影響到我公司的資產負債狀況和損益，但最終的影響取決於會計期間匯率波動幅
度。

本公司大部分銷售在國內，因此本公司以外幣計值的應收賬款數目有限。本公司資本賬
項的外匯交易，須受外匯管制並經外匯管理局批准。中國政府的外匯政策可能會使匯率
出現波動。

對沖

由於中國保險公司的人民幣及外幣資金運用須受中國監管部門的監管限制，本公司沒有
使用任何用於對沖目的的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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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隨著中國經濟的平穩增長，汽車銷售量不斷增加，二零零五年下半年國內保險市場仍將
保持較快增長；《非壽險業準備金管理辦法》的出台，中國保險監管部門對保險市場秩序
整頓和規範力度的加大，將推動非壽險市場競爭趨於理性；中國資本市場股權分置改革
的深入推進，將使中國資本市場逐步走上穩定發展的道路。

為提高股東價值，本公司將努力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完善三個中心（承保中心、理賠中
心、財務中心）建設，不斷強化承保管理，進一步提高理賠質量；整合信息系統，提高信
息資源的應用水平；引進技術人才，加強精算技能方面的培訓；調整業務結構，提高效
益好的非車險業務比重；加強與AIG的合作，做好短期健康險的推廣工作；加強資金運用
的風險管理，努力提高投資收益水平。

中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股息每股0.072元人民幣。經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舉行的臨時股東大會批准後，支付予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五
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H股中期股息以港幣支付，人民幣兌港幣的匯率將按臨時
股東大會日期前一星期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平均賣出價計算。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六日至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
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凡於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的H股
及內資股股東均有權出席臨時股東大會。擬收取中期股息的H股股東，最遲須於二零零五
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正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達本公司的股份過戶登
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辦理過戶手續。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二零零五年上半年，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據董事會所知，除本公司提名、薪酬與考核委員會組成不滿足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條文第B.1.1條外，於二零零五年上
半年，本公司已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或之後
開始的會計期間實行有關內部監控的守則條文除外）。

本公司提名、薪酬與考核委員會由兩位執行董事、一位非執行董事及兩位獨立非執行董
事組成。因此未能滿足《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條文第B.1.1條所述，薪酬委員會的大部
份成員應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本公司正物色合適人選，以委任其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上
述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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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中期業績

本公司聘用的國際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及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已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
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財務報表。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唐運祥

中國北京，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董事會成員為唐運祥先生（董事長、非執行董事）、王毅先生（副董事長、執
行董事）、王銀成先生（執行董事）、劉政煥女士（執行董事）、傅助先生（執行董事、董事
會秘書）、丁運洲先生（非執行董事）、周樹瑞先生（非執行董事）、謝仕榮先生（非執行董
事）、鄭維志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陸正飛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陸健瑜先生（獨立
非執行董事）。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