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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华经情报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人寿保险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及投资方向研究报告》涵
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
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
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
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
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s://www.huaon.com//detail/297999.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000元    纸介版：90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9200元

订购电话: 400-700-0142 010-80392465

电子邮箱: kf@huaon.com

联 系 人: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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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人寿保险是众多保险品种中最重要的一种，它以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以生死为保险事故
的保险，也称为生命保险。人寿保险是为千家万户送温暖的高尚事业，人寿保险作为一种兼
有保险、储蓄双重功能的投资手段，越来越被人们所理解、接受和钟爱。人寿保险可以为人
们解决养老、医疗、意外伤害等各类风险的保障问题。

中国寿险业过去10年年均复合增速高达24%，人身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由1999年的872亿元
，增加到2012年的9958亿元。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寿险市场。2014年，中国寿
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12690.28亿元，同比增长18.15%。寿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10901.
69亿元，同比增长15.67%；健康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1587.18亿元，同比增长41.27%；
意外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542.57亿元，同比增长17.61%。2013年8月5日，普通型人身保
险（包括人寿险、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费率改革启动，长达14年之久的人身险2.5%预定
利率上限从此成为历史。2015年2月，保监会官网发布《关于万能型人身保险费率政策改革
有关事项的通知》，放开万能险人身保险的最低保证利率。万能险完全市场化后，最低保证
利率有望从现有的2.5%提高到3%至3.5%。

2014 年，全球总保费达到 4.778 万亿美元，其中非寿险总保费为 2.124
万亿美元，寿险总保费为 2.655
万亿美元。从寿险保费情况来看，排名前十二的公司分别为美国、日本、英国、 中国、法
国、意大利、德国、韩国、中国台湾、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其中英国、日本、台湾等
国家或者地区的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 领先。
世界前12大寿险市场保费及份额(2014)

发达国家保险深度和密度远高于我国(2014)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一章 人寿保险的相关概述
1.1 人寿保险概念的阐释
1.1.1 人寿保险的定义
1.1.2 人寿保险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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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人寿保险是兼有保险及储蓄双重功能的投资手段
1.2 人寿保险的分类
1.2.1 普通人寿保险的种类
1.2.2 新型人寿保险的分类
1.3 人寿保险的运作及条款
1.3.1 人寿保险的运作
1.3.2 人寿保险常见的标准条款
 
第二章 2013-2016年世界人寿保险行业的发展
2.1 2013-2016年世界人寿保险业运行现状
2.1.1 寿险保费增长态势
2.1.2 寿险行业盈利能力
2.1.3 发达市场寿险状况
2.1.4 新兴市场寿险状况
2.1.5 税收政策比较分析
2.2 美国
2.2.1 美国人寿保险的分类简况

美国寿险业最早起源于1759年，经过探索，于19世纪下半叶得到快速 发展，进入 20
世纪以后寿险业开始趋于成熟。2014 年美国寿险行业保 费收入达 5,282.21
亿美元，全球市场份额为 19.9%，排名第一；寿险保 险密度为 1,657
美元，寿险保险深度为 3.0%。从美国寿险公司的数量来看，从 1950 年至 1988
年有个持续增长的过 程，至 1988 年达到峰值，为 2343 家，其后数量持续减少。截至
2014 年，共有 830 家寿险公司，其中股份制有 636家，相互制 106 家，互助 型 81 家。
美国寿险公司数量在 1988 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

美国寿险行业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虽然近年来保费增速波动幅度比
较大，但是总体上增速尚可；而美国寿险行业的总资产除 2008 年负增
长以外，近年来基本保持
4-7%的稳定增速。从险种结构来看，美国寿险公司的年金险和健康险合计占比接近
80%，其中，年金险占比 50%左右，健康险占比接近 30%。
近年来美国寿险行业年金险和健康险合计占比接近 80%

从行业集中度来看，相对于830家寿险公司的总量，按照总资产规模排
序的前十大保险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占比高达48.6%，显示美国寿险公司
的行业集中度也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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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总资产规模排序的前十大寿险公司总资产规模占比达 48.6%

2.2.2 美国寿险业资产配置特征
2.2.3 美国寿险费率市场化举措
2.2.4 美国寿险业对中国的启示
2.3 日本
2.3.1 日本寿险行业的市场规模
2.3.2 日本寿险公司的经营策略
2.3.3 日本寿险企业的对外扩张
2.3.4 日本寿险业分销体系分析
2.3.5 日本寿险营销员制度剖析
2.3.6 寿险业的衰退及经验借鉴
2.4 中国台湾
2.4.1 台湾寿险市场已趋饱和

二战后，台湾寿险业总体上经历了管制、有条件开放到自由竞争的变
迁。1949-1960年市场禁入，只有2家寿险公司；1960-1962年短暂开放 本土民营企业，7
家寿险公司登记营业；1963-1981 年，因担心恶性竞
争，进入第二次市场禁入阶段，此时恰逢台湾工业化进程和经济振
兴，伴随台湾经济起飞，寿险业获得快速发展。1982-1991 年逐步开放
美资公司，1992-1994 年台湾寿险市场全面放开，1995 年至今为完全开
放、自由竞争时期。将台湾寿险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光复后的恢复阶段、60
年代以来的高速增长阶段、80 年代对外开 放的高速增长阶段和 2000
年之后的渐趋成熟阶段。
台湾人寿保险公司数量近年来略有下降

台湾寿险行业总资产从 1963 年的 3.64 亿新台币增长到 2015 年 202783.04
亿新台币，除个别年份外，年增速基本都维持在 10%以上， 2001-2015 年年平均增速为
15.1%。
台湾寿险行业总资产保持较高增速

台湾寿险行业2000年以后渐趋成熟，保费增速总体上较2000年之前放 缓，2001-2010
年年均增速为 14.2%，2011-2015 年年均增速为
5.0%。在险种类别上，近年来人寿保险占比75%左右，年金保险10%左右，健康保险占比
11%左右。2001 年以后，健康保险的占比基本比较稳
定，但是年金险的占比各年度之间有较大的差异，2010 年占比最高达 到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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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寿险行业保费收入增速放缓

台湾寿险行业以人寿保险为主

2.4.2 台湾寿险业投资不动产解禁
2.4.3 台湾寿险电销渠道发展状况
2.4.4 寿险业与多层次传销业的比较
2.5 其他国家/地区
2.5.1 韩国
2.5.2 泰国
2.5.3 新加坡
2.5.4 荷兰
2.5.5 英国
2.5.6 法国
2.5.7 德国
 
第三章 2013-2016年中国人寿保险业的发展环境
3.1 宏观经济环境
3.1.1 中国经济发展回顾
3.1.2 国民经济运行现状
3.1.3 经济转型升级形势
3.1.4 2016年宏观经济预测
3.2 政策法规环境
3.2.1 保险业法律框架体系
3.2.2 保险业政策出台情况
3.2.3 人身保险的相关政策
3.2.4 “新国十条”对寿险业的影响
3.2.5 健康险税收优惠对寿险业的影响
3.3 行业发展环境
3.3.1 保险行业面临多方面机遇
3.3.2 寿险业具备快速发展的条件
3.3.3 寿险业发展中的矛盾与反差
3.3.4 人寿保险行业发展形势稳定
3.4 保险市场发展
3.4.1 2014年中国保险业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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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2015年中国保险业发展状况
3.4.3 2016年中国保险业发展状况
3.4.4 中国保险市场成熟程度分析
3.5 保险营销状况
3.5.1 保险业营销渠道体系
3.5.2 保险业典型营销渠道
3.5.3 保险业营销创新状况
3.5.4 保险业营销模式趋势
3.5.5 关系营销在保险业的应用
 
第四章 2013-2016年中国人寿保险行业发展分析
4.1 2013-2016年中国人寿保险业运行概况
4.1.1 中国寿险业基本现状
4.1.2 行业格局及发展态势
4.1.3 行业改革转型状况分析
4.1.4 行业海外发展实现突破
4.1.5 合资寿险市场发展状况
4.2 2013-2016年中国人寿保险业经营现状
4.2.1 2013年人身保险公司经营状况
4.2.2 2014年人身保险公司经营状况
4.2.3 2015年人身保险公司经营状况
4.2.4 2016年人身保险公司经营状况
4.3 中国人寿保险信托制及创新分析
4.3.1 人寿保险信托的发展背景和现状
4.3.2 发展人寿保险信托的必要性分析
4.3.3 发展人寿保险信托的可行性分析
4.3.4 中国发展人寿保险信托的策略建议
4.4 中国未成年人人寿保险规定的分析
4.4.1 对未成年人人寿保险进行限定的原因
4.4.2 不同国家/地区对未成年人人寿保险的规定
4.4.3 中国未成年人人寿保险的现行有关规定
4.4.4 中国未成年人人寿保险规定的思考
4.5 中国寿险费率市场化改革分析
4.5.1 2013年寿险费率改革正式启航
4.5.2 寿险费率市场化带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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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利率市场化与寿险费率改革关系
4.5.4 2016年寿险费率改革取得新进展
4.5.5 费率市场化对寿险公司的影响评估
4.5.6 寿险费率市场化国际经验借鉴
4.6 中国人寿保险业存在的问题及挑战
4.6.1 行业亟待进一步普及
4.6.2 行业盈利遭遇三大压力
4.6.3 产品设计不合理问题突出
4.6.4 高退保率成行业发展隐忧
4.7 中国人寿保险业健康发展的对策
4.7.1 行业结构调整的对策措施
4.7.2 行业应重新审视创新方向
4.7.3 行业转型增效的相关建议
4.7.4 行业营销模式改进思考
 
第五章 2013-2016年中国养老保险的发展
5.1 2013-2016年中国养老保险市场发展分析
5.1.1 国外养老保险市场发展经验
5.1.2 中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障状况
5.1.3 中国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分析
5.1.4 中国养老保险行业前景分析
5.2 2014-2016年中国养老保险的基本情况
5.2.1 2014年养老保险发展状况
5.2.2 2015年养老保险发展状况
5.2.3 2016年养老保险发展状况
5.3 养老保险制度的分析
5.3.1 公平与效率视角下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分析
5.3.2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亟需改革实现全国统筹
5.3.3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分析
5.3.4 中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分析
5.3.5 建立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分析
5.4 中国养老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5.4.1 我国养老保险括面工作存在问题不容忽视
5.4.2 中国养老保险产品创新的环境制约
5.4.3 中国养老保险产品创新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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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中国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步伐还应加快
5.4.5 中国养老保险业应专业化发展
 
第六章 2013-2016年中国健康保险的发展
6.1 国外商业健康保险的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6.1.1 美国的商业健康保险
6.1.2 澳大利亚的商业健康保险
6.1.3 德国的商业健康保险
6.1.4 法国的商业健康保险
6.1.5 英国的商业健康保险
6.1.6 国外商业健康保险的启示
6.2 中国健康保险业的基本情况
6.2.1 行业发展阶段特征
6.2.2 行业运行态势分析
6.2.3 行业发展政策环境
6.2.4 行业的经济学原理
6.3 2013-2016年中国健康保险业运行现状
6.3.1 产业运营现状
6.3.2 产业规模分析
6.3.3 区域规模分析
6.3.4 需求特征分析
6.3.5 市场竞争态势
6.4 中国健康保险业的商业模式分析
6.4.1 经营形式对比
6.4.2 现行经营模式评价
6.4.3 介入医保模式分析
6.4.4 主要盈利模式剖析
6.4.5 最优商业模式探索
6.5 中国健康保险业的投资机会分析
6.5.1 市场驱动因素
6.5.2 市场潜力分析
6.5.3 中端市场空间大
6.5.4 未来趋势分析
6.5.5 投资空间分析
6.6 中国健康保险业的投资风险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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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政策性风险
6.6.2 产品自身风险
6.6.3 产品设计风险
6.6.4 外界风险
6.6.5 投资要点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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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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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投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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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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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经营效益分析
8.1.3 业务经营分析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8.1.4 财务状况分析
8.1.5 未来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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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中国人寿保险业需求分析
9.1 寿险业需求实证分析
9.1.1 影响因素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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