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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中国·2021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物
大 型 评 选 活 动

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张红路：

稳中求进
推进寿险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

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张红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董天刚 摄影雷远东

保费增速遇阻、人力持续下滑、客户需求难
以满足、持续两年多的新冠疫情……2021年，整
个寿险业发展遭遇巨大挑战。

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国
寿”）冷静分析，精准施策，坚持党建引领，倾力
服务四川经济社会建设，全力打好高质量发展
攻坚战，取得公司年度总保费收入295亿元，同
比增长4.28%的骄人业绩，再创公司和四川保险
业新高。

在“榜样中国·2021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人
物”评选活动中，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党委书
记、总经理张红路作为保险行业唯一代表高票当
选。3月29日，张红路接受了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专访。

直面困难挑战中发展：
疫情加速积累问题爆发

化危为机创新高

从县支公司、地市分公司负责人到省级分公
司总经理，张红路在寿险行业沉浸多年，对寿险
行业的点点滴滴变化都有着深刻的感受。

“去年寿险行业整体遭遇的困难，我觉得是
系统性问题，疫情只是其中一方面，更多的原因
是以前行业发展中积累的问题集中爆发，”对于
整个寿险行业遭遇的困境，张红路认为，有些迹
象在2018年已经显现。行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快
速发展，一些深层次问题积累到今天，再遇到疫
情的寒冬、经济的波动、消费的升级，多因素叠加
带来行业的深度调整。“随着政策红利的消退、保
险机构扩张的停滞、行业一些负面效应的逐渐显
现，加上新冠疫情的雪上加霜，使得寿险业经营
看起来似乎突然遭遇重大挑战。”

尽管遭遇重大挑战，但四川国寿迎难而上，
化危为机，接续奋斗，成就了2021的新跨越。“全
年保费收入实现295亿元，保险赔款43.4亿元，
按全年365天每天8小时计算，基本上每小时收
入保费1000万元，每天保费收入8000万元以
上，每小时赔付150万元，每天赔付1200万元，”
每个数字，张红路都记得特别清晰，“政策性健康
险向88.85万人次赔付14.14亿元，为26.2万困
难群众减轻医疗费用负担3.93亿元。承办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项目11个，覆盖人群2871万；承
办12个市（州）“惠民保”业务，承保人数314万；
成都长期照护保险签订居家协议6486人；公司
的农村小额保险、老龄保险、妇女儿童保险覆盖
全省各地，通过风险管理与风险对冲，对广大城
乡群众提供了有效保险服务，充分发挥了社会稳
定器的作用”。

数据能说话，它是四川国寿积极参与四川省
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服务“健康四川”战略
的最佳证明。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中央决策部署
和上级公司高质量发展要求在四川国寿的落实，是
四川国寿依托遍布全省城乡的21个市州分公司、
160个区县支公司、1400多个乡镇机构网点的广
大干部员工和销售人员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奋斗。

精准施策，转型中创新：
寿险转型彰显

组织的活力、创新的能力

面对当前行业内大热的“寿险转型”话题，张
红路有着冷静而睿智的思考，“四川国寿这些年
也一直在转，我们在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

新等方面有巨大的投入。”张红路认为，寿险业转
型呈现系统化、整体化的特点，不仅仅是队伍的
转型，更多的要在经营模式、销售模式和商业模
式上转型。“从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来看，必须顺应
客户扩大消费、需求升级的发展趋势，满足客户
多样化、差异化、品质化的保险、医康养等综合服
务需求，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保障。”

张红路表示，近年来，四川国寿落实集团公
司提出的“一个客户，一个国寿”的综合化经营理
念，牵头财险、养老险、广发银行等兄弟单位，积
极整合保险、投资和银行三大板块，持续聚焦医
疗、养老、财富增值三大领域，加快构建“保险+
服务+科技”的发展模式，围绕建设价值国寿、数
字国寿、安全国寿，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

“比如我们说的数字国寿，经过多年探索与
实践，四川国寿已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服务客
户的各个环节，从客户需求出发，打破传统时间、
空间的限制，不断刷新服务速度的极致，促进服
务质效齐升。”张红路还介绍，在承保环节，四川
国寿依托科技手段，推出无纸化投保、智慧双录、
智能审核、电子保单，有效规避传统投保时可能
遇到的销售风险；空中签名扩展了销售场景，支
持非现场客户投保等多种销售场景，助力快速承
保：2021年个人客户投保52.74万件，无纸化投
保率99.8%，新单承保时效大幅缩减至3.68天；
2021年全省共完成线上办理的保单保全633.54
万件（保全是指寿险公司为了维护人身保险合同
的持续有效，根据合同条款约定及客户要求而提
供的一系列服务），占作业总量的86.81%，极大

提升了服务效率……
在客户最为重视的理赔方面，四川国寿大力

推进“随时随地掌上赔”、“小额案件高效赔”、
“重大疾病一日赔”等暖心服务举措，利用大数据
与医院、医保开展“理赔直付”合作，实现客户出
院结算即理赔，2021年通过理赔直付向108.85
万人赔付4.71亿元。“有些时候真正可以做到客
户还没到家，保险理赔已经到账。”张红路说，“这
些手段对提升客户投保、服务、理赔感受非常有
效，对我们积极应对挑战非常有帮助。”

着眼未来，稳健中超越：
力争保费300亿

经营指标考核居全国前列

“2022年中国人寿集团工作会提出的“两稳
两控五提高”（稳增长、稳地位；控成本、控风险；
着力提高党建引领能力、价值创造能力、协同发
展能力、数字化运营能力、产品服务创新能力）工
作主线，寿险股份总公司提出的“三抓三强三稳”
工作思路，是四川国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
作、发展的基本方向。”

“尽管寿险市场还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
击、预期转弱等多重压力，但最困难的时候已经
过去，今年会越来越好。”展望未来，张红路目光
坚定，信心满满，他为四川国寿制定的2022年目
标是：力争总保费稳定在300亿元，经营指标考
核进入全国系统前列。

这一目标，基于张红路对未来发展客观冷静
的分析：2021年四川省经济总量首次突破5万
亿元，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新征
程上风正劲、帆正满。从政策环境来看，新发展
格局在加速构建，共同富裕在扎实推动，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也不断涌现，保险业的发
展空间更加广阔。

从公众需求来看，人们的保险意识在深化，
消费需求在升级，对风险管理、财富管理、健康管
理、养老养生等方面的诉求也更加强烈，保险将
逐步成为人民群众全周期、在身边、有温度的风
险保障与健康养老、信托服务与财富传承等综合
服务商，其独特的机制优势得到充分显现。

从公司自身来看，四川国寿齐备的“一体多
元”销售渠道布局、强大的综合实力、快速升级的
科技力量、庞大的客户资源和健全的风险管理体
系，使公司表现出更强的适应力和发展韧性。

“我一直强调，公司各级管理者一定要强化
时间和数据两大观念，开跑即奔跑，出发即冲刺，
要从年初做起，从每一天做起，全力推动各项工
作落到实处，各市（州）公司要找准各自定位，比
速度、比贡献。”张红路说。“要赢得全年，首先要
赢得一季度。一季度开门必须红、必须稳，才能
为全面达成年度目标抢占先机、夯实基础。”

针对寿险行业最看重的一季度“开门红”，张
红路不仅给出了目标，更提供了方法。他要求四
川国寿“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疫情的不确定性，牢
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市场主导权。”具体到业务细
节，则是“抓住岁末年初群众资金相对更为充裕、
外出务工人员集中返乡等有利契机，个险、团险、
银保、健康险四大业务渠道齐头并进。个险方面
充分借力总公司在产品、客户、销售上的支持举
措，强化多种销售模式驱动，深入社区和乡村提
供“零距离”保险服务。团险、健康险密切与政府
部门沟通协作，大力拓展政保类人身保险和政策
性健康险。银保深耕各大渠道，寻求新突破。”

采访即将结束时，张红路温和而坚定地说：
“从目前的数据看，我们制定的应对措施是行之
有效的，工作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四川国寿2021年实现了新
跨越：全年保费收入实现 295 亿
元，保险赔款43.4亿元，按全年365
天每天8小时计算，基本上每小时
收入保费1000万，每天保费收入
8000万元以上，每小时赔付150万
元，每天赔付12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