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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准则下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研究

■ 郭 宪

（ 人保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 １０００３ １ ）

摘 要 ： 新金融工具准则 、 新保险合 同准则 将于 ２０ 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 同 步正 式 实施 。 从财务计量 的 角 度 出发 ， 对

比新会计准则 对保 险公 司 不 同 产 品形 态 下资产端和 负 债端计量 的 变 化 ， 分析新会计准则 对保险公 司 业绩 的 影 响 ，

提 出 新会计准则 下保 险公 司 资产 负债管理 的 关注 点 和 相 关建议 ， 有助 于保险公司 按 照 新准则 及 时准确 反 映其资产

负债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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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根据财政部颁布 的 《关于 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２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的通知 》 和 《关于修订 印

发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５ 号
一保险合 同 〉 的通知 》 ， 新金

融工具准则 、 新保险合 同准则将于 ２ ０ ２ ３ 年 １ 月 １ 日 同步正

式实施 。 新准则颁布实施后 ， 公司 多数金融资产 、 保险合

同 负债将采用 公允价值 、 或类似公允价值计量 、 核算 ， 力

求会计信息能够反映最新时 点 的资产负债价值 。 采用 公允

价值会计准则会使资产负债管理报告和财务报告得到有机

结合 ， 资产负债管理与公司财务状况之 间 的关系将更加透

明 。 新准则采取 了 大量 的假设方法和假设条件 ， 导致会计

信息受主观判断 的影响加大 。 新准则下负债端和资产端 的

计量方式的变化 ， 将对保险公司 的财务业绩产生 巨大影响 。

为消 除资产端 、 负债端会计错配对报表波动 的影响 ， 新金

融工具准则和新保险合 同准则分别提供 了 债权工具业务模

式选择 、 新 的计量模型 （ 如浮动收费法 ） 以及保险合 同 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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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其他综合收益选择权 。 目 前行业 内在实施新金融工具准

则和新保险合 同准则 的过程 中 ， 对资产端 、 负债端联动影

响 的分析及会计政策选择方面的考虑较少 。 保险公 司应结

合 自 身业务特点 ， 分析新准则 的影响 ， 加强资产负债管理 ，

积极应对新保险合 同准则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

一

、 新、 旧准则变化点及影响分析

新保险合 同准则下不 同保险产品适用不 同 的计量模型 ，

利率波动对报表的影响也不尽相 同 。 现就新 、 旧准则下不

同保险产品变化点及影响分析如下 ：

（

一

） 非分红保险业务 （ 传统寿险、 财产险、 再保险 ）

非分红保险业务是指保险合 同 负债变动金额与资产价

值变动关联度低 的保险产 品 ， 主要包括传统 的寿险 、 财产

险 以及再保险业务 。

现行准则下 ， 折现率采用 ７ ５０ 天移动平均 国 债收益率

曲 线 ， 并综合考虑税收 、 流动性 、 逆周 期等 因 素 的溢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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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现率变化对保险合 同负债金额 的影响相对平滑 。 准则没

有提供其他综合收益选择权 。

在新保险合 同准则下 ， 非分红保险业务采用通用模型

法计量 ； 履约现金流折现率使用 当前评估时点折现率 ： 合

同服务边际利率使用 首 日锁定折现率 ； 新准则提供了其他

综合收益选择权 ， 如果选择其他综合收益选择权 ， 按照首

日 锁定 的折现率计息部分计入保险财务损益 ， 金融假设变

动部分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

１ ． 新金融工具准则 ： 对于摊余成本或者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 资产价值变化对损益 的冲

击较小 ； 但若较大规模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债务工具投资进入减值阶段二或者阶段

三 ， 将对损益产生冲击 ； 对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 资产价值变化对损益的冲击较大 。

２ ． 传统寿险 、 财产险 、 再保险业务在新准则下 的影响 ：

未来现金流支付与所投资资产无直接关系 。 保险负债金额

变动与资产价值变动 ， 因 同受市场利率变动 的影响 ， 存在

一

定关联度 。 关联度 的大小取决于投资组合 中债权类资产

的份额及其久期 。 为减少损益上 的会计错配 ， 新准则在负

债端 弓 丨 入其他综合收益选择权 。

（
二

） 直接分红合 同 （ 分红险、 投连险 ）

１ ． 现行准则 ： 没有其他综合收益选择权 ， 但采用
“

影

子会计
” １

 ； 折现率使用 预计资产长期 回报率 。 对于 以公允

价值计量 的金融资产 ， 资产价值变化通过
“

影子会计
”

被

保险负债吸收 ， 对损益冲击相对较小 。 对于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 未被吸收的部分对

损益波动产生影响 。

２ ． 新准则 ： 采用浮动收费法 ； 基础资产价值变动归属

于保险公司 的部分调整合 同服务边际 ； 计入保险财务损益

的部分可 以采用
“

当期账面收益法
”

， 即在利润表中通过保

险财务损益 的确认 以 匹配基础资产池变动对损益 的影响 ，

保险负债 的损益 、 其他综合收益变动
“

镜像
”

基础资产 的

处理 ， 无显性计息过程 ； 负债端折现率使用基础资产池未

来预期收益率 ； 合 同服务边际使用 当前折现率 。

（
三

） 间接分红合 同 （ 万能险 ）

１ ． 现行准则 ： 没有其他综合收益选择权 ， 但采用
“

影

子会计
”

； 折现率使用摊余成本法确定 的实际利率 。

２ ． 新准则 ： 采用修正通用模型 ； 履约现金流的折现率

使用 当前评估时 点折现率 ： 合 同服务边际计息使用首 日 锁

定折现率计入保险财务损益 ； 存在其他综合收益选择权 ，

履约现金流计息按照 当前评估时 点能够反映摊余成本计量

的折现率计入保险财务损益 ； 当期折现率计量 的保险合 同

负债与能够反映摊余成本计量 的折现率计量 的保险合 同 负

债之间 的差异 ，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

３ ． 直接分红 、 间接分红业务新准则下实务影响 ： 部分

现金流受资产 回报影响 ， 保险负债金额变动与资产价值变

动关联度较高 ； 取消 了
“

影子会计
”

， 但为 了减少损益上的

会计错配在负债端引入其他综合收益选择权 。

二
、 新准则资产负债管理的关注点

公 司 同步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与新保险合 同准则 时 ，

需考虑两个准则 间相互联动对投资决策和财务报表结果的

影响 ， 搭建资产负债模型进行动态财务分析 ， 通过 目 标值

与新准则 下风险偏好 、 风险容 忍度挂钩 ， 支持资产配置 、

业务模式和新保险合 同准则其他综合收益选择权 的 决策 ，

将利润波动控制在
一

定范围 内 ， 其主要关注点包括 ：

（

一

） 资产 负 债规模及分类 匹 配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业务模式从管理层制定 的投资业绩

考核文件 、 投资业绩汇报材料 中 ， 是侧重管理信用风险还

是盯市价等方面体现 ， 具有
一

定 的主观性 。 公司可 以根据

新准则下不 同资产分类对损益 、 净资产 的影响 以及新准则

１ 影子会计调整 （ ｓ ｈａｄｏｗ ａｃ ｃ ｏｕｎ ｔ ｉ ｎｇ ） ： 根据 ＩＡＳ ３ ９ ， 对于投资资产中 ！
Ｓ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部分 ， 在评估资产价值时需要考虑未实现的盈余或亏损 。 由于未实现的盈余或亏损有

一

部

分未来可能归属于客户 ， 因此需要对对应资产或负债进行调整。 在实务中 ， 对保险公司经营的分红保险和万能寿险账户 中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 ， 采用合理的方法将归属于保单

持有人的部分计提寿险责任准备金 （通常为分红险的特别储备 ， 万能险的平滑准备金 ） ， 将归属于公司股东 的部分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 。 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的公允价值变动 ， 采用合理的方法对归属于保单持有人的部分计提寿险责任准备金 ， 将归属于公司股东的部分计入当期损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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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端 、 负债端会计匹配情况 ， 进行投资组合业务模式优化 ，

确定新准则下资产分类 。

１ ． 对于行使其他综合收益选择权的保险合 同组合 ， 若

匹配等规模 、 久期 的 己通过资产特征测试 ， 且公＿计划选

择 以收取合 同现金流量和 出售兼有 的业务模式进行管理 的

金融资产 ， 即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债权类资产 ， 可有效减少资产负债不匹配增加 的风险暴

露缺 口 。

２ ． 对于不行使其他综合收益选择权 的保险合 同组合 ，

若匹配规模 、 久期相 当 的无法通过合同现金流量特征测试 ，

需采用 公允价值计量变动进入损益分类 的债权投资和股权

投资 ， 由于资产端利率或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 ， 对其公允

价值 的影响将直接体现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中 ， 进而影响

当期利润 ， 可有效对冲债权投资对利润表带来的影响 。

３ ． 新保险合 同准则通用模型法下 ， 合 同服务边际折现

率在期初锁定 ， 类似于摊余成本核算 。 对于厚利保险合 同

组合 ， 可 以进
一

步细化 ， 构建
一

部分摊余成本类组合资产

与负债端合同服务边际相匹配 。

４ ． 新保险合 同准则浮动收费法下 ， 保险合 同 负债需 以

资产 的 公允价值计量 。 若投资资产 以摊余成本法计量 ， 会

导致资产计量属性不 同于负债 的计量属性 ， 从而产生会计

错配 。

（
二

） 期 限结构 匹 配

期限结构匹配主要使用久期匹配技术来计量资产与 负

债 的错配程度 。

负债端财产保险 、 财产再保险业务相关保险合 同组合

平均久期通常在 ２ 年 以 内 ， 而资产端持有 的债券到期期 限

有所不 同 。 资产端和 负债端若实现更好 的久期匹配 ， 将有

效缓解利率波动对净资产 的波动影响 。 为 了 实现负债端与

公司 资产端持有 的债券久期匹配 目标 ， 可 以考虑更加精细

化地对金融资产 、 保险合 同进行管理 。 例如 ， 考虑根据持

有 的债券到期期限 ， 选择久期相近 的债券来对负债端 的短

期险保险合 同组合进行匹配 。 针对期 限较长的债券 ， 选择

以摊余成本计量 以减少久期错配的风险 。

负债端人身保险 、 人身再保险业务相关保险合 同组合

平均久期相对较长 ， 相应资产端需考虑配置久期相对较长

的债权投资 。 对于久期较长 的债权类金融资产 ， 若能通过

合 同现金流量特征测试且选择 以收取合 同现金流量和 出售

兼有 的业务模式进行管理 ， 那么将分类至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 相应地与其久期 、

规模相匹配 的保险合 同组合行使新保险合 同准则下 的其他

综合收益选择权 ， 则资产端债权与 负债端保险合同 因利率

波动而对公允价值变动 的影响存在对冲效应且均反映在其

他综合收益 中 ， 因此
一

定程度上将缓解利率波动对报表 的

影响 。 对于 因为保险合 同组合久期长无法找到与之久期匹

配 的投资资产 ， 资产端考虑配置摊余成本资产 ， 负债端行

使新保险合 同准则其他综合收益选择权 ， 可 以在
一

定程度

上对冲利率风险 。

（ 三 ） 成本收益 匹 配

从成本收益匹配角度上看 ， 需要调整资产配置 ， 使投

资资产的收益能够覆盖负债成本 ， 具备ｐ定 的持续盈利能

力 ， 防范利差损风险 。

计量 由投资端承担 的负债成本 ， 具体方法包括考虑分

摊费用 的成本率计算方法 （包括定价的预定利率假设 ＋ 分

红水平或结算利率 ＋ 分摊费用率 ； 或定价利润测试的 内 部

要求 回报率 ） 以及纯投资收益成本率计算方法 （包括定价

的预定利率假设 ； 或定价 的预定利率假设 ＋ 分红水平或结

算利率 ； 或最优估计准备金 的折现率 ； 或 内含价值的投资

收益率假设 ） 。

当业务现金流持续净流入时 ， 业务资金就转换为资本

金 ， 可 以不受负债期 限 的约束去较大幅度地拉长久期进行

资产配置 ， 提升票息率 。

（
四

）
现金流 匹配

从现金流匹配角度上看 ， 在 中短期 内 需要获得充足资

金 以支付到期债务或履行其他支付义务 ， 维持公司 流动性

充足 ， 防范流动性风险 。 对于 以 中短期保险业务为主 的公

司 来说 ， 充足 的流动性 目 标是资产负债管理优先考虑 的 因

素 。 现金流匹配测试是流动性管理 的有效措施之
一

。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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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资产负债现金流按不 同期 限进行区分 ， 以识别和管理现

金流缺 口或分保险合 同组进行现金流匹配测试 ， 以调整投

资资产 的期 限 、 压力测试 （不 同情景方案下给公司 带来 的

投资收益率 、 偿付能力和流动性充足率等的变化 ） 、 敏感性

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等 。

（ 五 ） 偿付能力 管理

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实施使得资产所属类别 的不同将影

响其风险类别 的甄别 ， 从而导致最低资本金额的变化 ， 如

原 以摊余成本计量 的债券类资产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 ， 由

于无法通过合 同现金流量特征测试而分类至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 ， 在偿付能力规则 下其对应的风险将

由交易对手违约风险变为利率风险 。 预期信用损失模型 的

采用将使得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较现行准

则有所下降 ， 从而使得实际资本下降 。

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新保险合同准则 同步实施的情况下 ，

若资产负债错配程度越严重 ， 将导致报表波动越大 ， 对偿

付能力 的要求也将越高 。 公司在满足投资风险偏好和容 忍

度 的情况下 ， 可适当考虑在不影响偿付能力充足率 的情况

下 ， 根据 自 身偿付能力 的高低 ， 对配置 的认可资产进行一

定程度 的调节 ， 在偿付能力充足率高时 ， 可适当配置认可

比例低 的资产 ， 以获取更高的投资收益 ； 在偿付能力充足

率低时 ， 应优先配置认可 比例高 的资产 ， 以尽可能地提高

公司 的实际偿付能力额度 ， 使偿付能力满足监管要求 。

（ 六 ） 基础资产 池资产公允价值波动对合 同服务边际的

影响

在浮动收费法下 ， 投资收益 的偏差 （ 如超 出预期 的投

资收益 ） 中属于浮动收费 的部分 ， 视为浮动收费部分 的金

融假设 （包括利率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汇率等 ） 的变动影响 ，

会被合 同服务边际吸收 ， 仅是负债 中等于基础资产池公允

价值 的部分会计入当期保险财务损益 ， 因此 ， 利润表相对

平稳 ， 但合 同服务边际 的波动性 比较大 ； 如果该保险合 同

组的合同服务边际 比较
“

薄
”

， 而配置的资产公允价值波动

较大时 ， 可能 出现合 同服务边际变为负数 ， 从而产生合 同

组亏损 ， 该亏损金额会直接进入 当期利润表 。 因此 ， 在采

用浮动收费法时需要综合考虑公司 的经营业绩和对投资者

的预期管理 ， 即未来经营 目标是当期盈利能力还是合 同服

务边际 的最优化管理 。 同 时 ， 浮动收费法下 ， 当期投资业

绩会在保险期间 内 随着服务的提供而逐渐确认为承保业绩 ，

资产端 当期收益无法直接反映在当期利润表 中 ， 公司对投

资部 门或受托机构投资业绩 的考核 需要参考财务报表 以外

的管理数据或业务数据 。

三、 新准则下资产负债管理的相关建议

新准则 下公司 管理层和资产负债管理相关部 门要高度

重视资产负债匹配 的沟通协调和联动管理 ， 根据业务发展

规划 ， 在负债端业务转型优化 的 同 时 ， 投资策略应与公司

业务契合 ， 通过绩效考核督促其资产端优化资产配置 。 在

资产配置 中 需要基于上述新准则 资产负债管理 的关注 点 ，

兼顾资产负债匹配与投资端 的绝对收益率指标 ， 在二者之

间达成平衡 。 除现行准则下资产负债端总规模 、 期限结构 、

成本收益 、 现金流 、 偿二代风险管理等动态平衡管理举措外 ，

建议从 以下几个方面加强资产负债管理 ：

（

一

） 增加资产 端数据管理的 维度 ， 提高数据管理的精

细化程度

公司 管理其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影响金融资产 的分类 。

业务模式应在金融资产组合 的层次上进行确 定 ， 而不必按

照单个金融资产逐项确定业务模式 。 与现行金融工具准则
１

相 比 ， 新准则下 由于公允价值选择权
一

经指定
２

， 不得撤销 。

为实现会计政策选择在资产端 、 负债端 的联动 ， 建议新准

则实施前在现行准则投资组合划分 的基础上 ， 对投资组合

增加业务模式维度 ， 并在管理层制定的投资业绩考核文件 、

１ 根据现行准则第十六条企业将尚未到期的某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在本会计年度内 出售或重分紗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金额 ， 相对于该类投资在出售或重分类前的总额较大时 ， 应当将该类投

资的剩余部分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且在本会计年度及以后两个完整的会计年度 内不得再将该金融资产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 。

２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 ， 在初始确认时满足下列条件之
一

可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一

是该指定能够消除或显著减少会计错配 ：

二是根据正式书面文件

载明 的企业风险管理或投资策略 ， 企业以公允价值为基础对金融负偾组合或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偾组合进行管理和业绩评价 ， 并在 内部以此为基础向关键管理人员报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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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业绩汇报材料中 ， 增加投资组合相关业务模式维度是

侧重管理信用风险还是盯市价的表述 ， 作为业务模式确定

的依据 。 新准则 下投资交易人根据各业务模式投资组合 以

及大类资产配置策略 ， 选择投资产 品纳入投资组合各业务

模式维度 。 财务人员根据资产特征测试和业务模式确定投

资资产三分类会计科 目 归属 。 同时通过增加业务模式维度 ，

使各业务模式投资资产 的久期和现金流特点更加 明确 ， 支

持定期在投资组合层面测算分析各业务模式投资资产与对

应保险合 同组合的匹配情况 。

在浮动收费法下 ， 需要对投连及符合条件 的分红 、 万

能等直接分红合 同对应的资产进行精细化管理 ， 将相应资

产端数据合理分摊至负债端合 同组 ， 或在负债端合 同组层

面对资产单独管理 ， 以支持在合 同组层面 以浮动收费法进

行计量 。 结合新金融工具准则下需要按照业务模式对资产

进行管理 的要求 ， 浮动收费法下资产端管理需要划分更多

的管理维度 。

（
二

） 提高 资产端数据准备的 时效性和质量

浮动收费法要求资产端数据至少包括 ： 基础项 目 池 内

投资资产 的公允价值估值结果 、 对应 的公允价值模式下计

算 的投资收益 、 公允价值模式下的加权平均账面收益率等 ，

用来支持保险合 同负债评估的计量数据输入和利润表 中保

险财务损益的金额计算 ， 需要综合考虑精算模型运行时 间

和关账流程时效 ， 对资产端数据准备时效性和质量都提 出

了较高的要求 。

（
三

）
加强 资产 负 债端利 率 匹 配

作为保险精算假设和保险资金运用决策中 的重要参数 ，

利率是影响保险公 司 经营管理与决策 的重要变量 。 实施新

保险合 同准则后 ， 确定保险合 同负债时所使用 的折现率应

当基于与保险合 同
一

致的现金流量特征 （ 例如期 限 、 币种

和流动性等 ） 的金融工具在当前可观察的市场价格来确定 ，

该时 点折现率直接受市场利率 的影响而波动 。 现行保险合

同准则下 以 ７ ５ ０ 日 移动平均 国债收益率 曲 线为基础来确定

折现率 ， 该折现率 的变动相较于时 点利率 的变动而言趋于

平滑 、 滞后 。 因此新保险合 同准则下 ， 利率波动对负 债的

影响显著增加 ， 尤其是人身险业务 。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使得股票 （若未行使权益工具其

他综合收益选择权 ） 、 基金和无法通过合 同现金流量特征测

试 的债权类投资 只 能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 期损益 的金融 资产 ， 利率波动对资产 的影响 显著增加 。

股票 、 基金的市值变化主要受市场价格风险 的影响 ， 权益

工具其他综合收益选择权 的行使虽然在
一

定程度上可 以 降

低部分股票市值波动对利润表的冲击 ， 但与保险合 同 负债

的变动并无显性 的对冲效果 ， 因此无法缓解对净资产波动

性 的影响 。 对于债权类金融资产如债券投资 ， 其市值变化

主要受利率风险 的影响 ， 市场利率上升时 ， 资产端市值下

降 ， 负债端准备金也 同步下 降 ； 若资产久期和负债久期匹

配较好 ， 市场利率的波动在资产 、 负债两端得到
一

定对冲 ，

对净资产 的影响相对较小 。 由于新保险合 同准则下存在其

他综合收益选择权 ， 折现率对保险合 同 负债 的影响可 以在

保险合苘组合层面选择将该保险合 同金融变动额进行分解 ，

即将预期保险合 同金融变动总额系统地分摊当期 的金额计

入当期损益 ， 剩余的金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

建议在新准则下关注资产 （尤其是非标债权 ） 估值折现

率与负债评估折现率在确定方法和参数值设定上的差异 ， 并

通过公司 资产负债委员会统
一

研宄确定在新准则下资产端 、

负债端折现率的确定方法和参数值 。

一

方面 ， 考虑到行业 内

实施新保险合同准则 的公司大多采用公允价值法或公允价值

法与修正追溯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过渡 日 负债端价值 。 资产

端 、 负债端公允价值估值方法下折现率的确定方法及参数值

设定的差异将直接影响资产端 、 负债端规模的匹配情况 。 另

一

方面 ， 资产端 、 负债端折现率 口径的差异 ， 将影响投资端

期限结构匹配时使用 的久期数据 ， 进而造成会计错配 。 尤其

是久期在 ３ 年 以上的保险产品 ， 资产配置环节需要额外关注

资产端 、 负债端折现率 口径差异对久期的影响 。

（ 四 ） 优化资产 负 债管理框架

资产负债管理通常有 以下两种思路框架 ：

一

是在保险产品开发设计阶段 ， 精算部 门根据对应投资

组合的历史平均投资回报率 ， 确定保险合同负债端定价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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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 己有保险产 品组合在相应的资产配置阶段 ， 在确

定资产 、 负债端组合 、 折现率 的基础上 ， 投资端根据负债

现金流 的数量 、 期限 、 流动性要求和风险等特点 ， 以及资

产组合与负债组合的关系来决定资产配置 。 具体逻辑如下 ：

１ ． 对负债端未来赔款现金流做 出最佳估计 ， 根据负债

端 的现金流及折现率 ， 得 出 负债端 的公允价值 。 根据负债

端利率波动 的影响 ， 来确定负债端其他综合收益选择权 。

２ ． 不 同于 尚未实施新保险合 同准则 ， 先行实施新金融

工具准则 的企业采用平移分类 的方法
１

来确定金融工具 的

业务模式 ， 对于采用分类重叠法重新确定业务模式 的企业

以及新保险合 同准则 、 新金融工具准则 同 时切换 的企业 ，

需要考虑资产负债匹配 问题 。 建议在新准则 下每季度根据

负债端资金规模 、 久期 、 综合收益选择权等情况 ， 进行年

度战略 资产配置调整 以及季度战术资产配置调整 。 大类资

产配置策略在现行准则 需考虑 的 因素 的基础上 ， 增加三项

内 容 ：

一

是根据保险合 同组合其他综合收益选择权情况 ，

配置 以收取合 同现金流量和 出售兼有 的业务模式的投资组

合 ， 使该投资组合 的债权型金融资产与保险合 同久期 、 利

率等相 匹配 。 该业务模式也符合保险资金特性 ， 既可持有

到期满足满期给付的资金需求 ， 也可中途出售 以应对退保 、

赔付等 的资金需求 。 二是对于厚利保险合 同组合 ， 可 以进

一

步细化 ， 构建为收取合 同现金流量而持有 的业务模式投

资组合 ， 使摊余成本计量的投资资产与保险合 同 负债 的合

同服务边际规模相匹配 ｆ 三是在浮动收费法下资产尽量避

免分类为摊余成本计量的投资资产 ， 减少会计错配 。

３ ． 根据其偿二代下利率风险偏好 、 风险容忍度 以及对

下阶段利率走势 的研判 ， 设置相应 的利率风险限额 。 通过

动态财务分析模型测算利率风险对资产 负债表 、 利润表 、

现金流量表 以及偿付能力报表 四张报表的影响 。 当影响较

小 时 ， 允许其对公 司盈利产生
一

定冲击 ； 当影响较大时 ，

可对相应投资产 品产生的浮盈浮亏进行变现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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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于 尚未实施新保险合同准则而先行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企业 ， 通常根据现行准则下金融资产分类 ， 以及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业务模式与现行准则下持有 目 的之间 的匹配关系 ， 通过平

移分类的方法 ， 确定新金融工具准则下资产分类 ； 在新保险合同准则过渡 日 ， 对因新保险合同准则范围 内合同相关活动而持有的金融资产 ， 采用分类重叠法重新确定业务模式 ， 进而确定新

金融工具准则下投资资产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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