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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人寿保险

2015年中国的人寿保险市场中，保费收入同比增长
24.9%，仍然维持高增长。四大寿险公司份额依旧在下
降，而以高现金价值产品扩大规模的中小寿险以及银行系
寿险公司的份额持续增加。外资寿险公司份额6.3%，比上
年微增0.5个百分点。截至2015年末，寿险公司共有75家
（其中中资47家，外资28家），较上一年度末增加4家。中
国保监会试运行偿付能力二代、制定健康险税优政策以及
相互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并扩大
市场规模。

市场概况

保费收入
2015年，寿险保费收入15,859亿元，同比增长24.9%，

创下近年最高增幅。上市四大公司（中国人寿、平安人寿、太

平洋人寿、新华人寿）均实现增收，但增长率低于行业年度

增长率。业界领军的中国人寿市场份额从上一年度的27%下

降3个百分点，回落至24%，4家上市公司的市场份额也从上

一年度的57%跌落至51%。通过银保销售和网络销售渠道以

高现金价值产品扩大规模的中小寿险及银行系寿险的份额

得以增加。外资寿险份额6.3%，同比微增0.5个百分点。截至

2015年末，寿险公司共有75家（中资47家，外资28家），较上

年增加4家（表1、2）。

表１：寿险保费收入增长率的历年变化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寿险保费 

收入的同比 6.8% 4.1% 7.9% 18.1% 24.9%

资料来源：中国保监会网站

表２：中资寿险公司和外资寿险公司市场份额和公
司数的历年变化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中资公司 96.0
%

36
家

95.2
%

42
家

94.4
%

42
家

94.2
%

43
家

93.7
%

47
家

外资公司 4.0
%

25
家

4.8
%

26
家

5.6
%

28
家

5.8
%

28
家

6.3
%

28
家

资料来源：中国保监会网站

保险产品、销售渠道的动向
寿险的主要销售渠道是个人代理和银邮代理，占保费

收入总额的九成以上。近年，由于加强了银保渠道销售的管

控，银邮代理的份额逐年下降，另一方面个人代理的份额不

断上升。其他销售渠道方面，由于互联网的普及，网络销售

渠道的规模不断扩大。

在销售产品中，过去，分红险份额占七成以上。2013年8

月，普通寿险（无分红保险、生存保险、养老保险）的预定利

率部分放开，各公司均投入高预定利率产品，销售旺盛。其结

果，2014年，分红险份额从上一年度的75.7%下降到51.4%，而

普通保险份额从11.2%大幅上升至33%（图１、２）。

图１：各渠道产品保费份额的历年变化

图２：各销售产品保费份额的历年变化

保险行业的动向

中国偿付能力二代
2012年3月，保监会发表《中国偿付能力二代监督制度

体系创建计划》，并于2015年开始试运行，达到了预期目标，

宣布于2016年正式开始实施。该制度从定量、定性、市场监

督三个方面设定标准，通过定期对保险公司的评价进行分

类管理并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以此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

展，推进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提升保险业的风险管理水平

与资本水平，提高国际影响力及其地位。

相互保险公司的正式认可
中国保监会为了促进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于2015年

2月公布了《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首次引进了以

往没有的保险组织形态。该办法分为一般性相互保险组织

（发起会员500名以上、基金总额1亿元以上）和专业性、

区域性的相互保险组织（发起会员100名以上、基金总额1

千万元以上）。

商业健康险参保人个税优惠政策
2015年5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会同中国保监会共同

发布了《个人税收优惠型健康保险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将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作为试点地区，对个人购

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按照每年2,400元

（每月200元）的限额标准，在个人所得税前予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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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互联网保险管理规定
近年，网络销售保险的规模持续扩大。因为没有相应的

规范，标准比较混乱。为了规范网络销售保险，中国保监会

发布了《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人

身意外伤害险、定期寿险以及普通型终身寿险可以在没有分

支机构的地区销售。健康险、万能险、分红险禁止在无分支

机构的地区销售。通过门户网站以及购物网站销售保险要取

得保监会的许可。该规定于2015年10月实施。

2016年展望
2014年，“新国十条”发布，其中明确记载的个人税收递

延型养老保险产品2016年继续为实施做准备。同期出台的健

康险税优政策已经落实，相应产品开发完毕，将于2016年正

式销售。2013年开始的预定利率改革已经将主要产品的普通

保险、万能险、分红险预定利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放开，今后

将深化费率的市场化。预计首先推进人身意外伤害险费率的

市场化改革。此外，2016年起将正式实施偿付能力二代。不仅

如此，作为保险监督管理改革的组成部分，简化了事前审批项

目，行政审批项目也从36项简化至18项，同时，对于以往没有

的相互保险，网络保险这样的组织形态出台了相应的管理规

定，以促进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据此，寿险外围环境实现

了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通过监督管理部门的适当限制和

各公司的自律性改善有望实现健康发展。

＜建议＞
①进入中国寿险市场时的持股上限

　外资寿险公司进入中国时，规定必须成立合资企

业。且外资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希望放宽

这一限制。

②外资寿险公司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业务时

国内分公司的设立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或所在地的中国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局的规定，外资寿险公

司不得同时申请设立多家分公司。即使提交了申

请，也不会同时获得审批。

　希望在申请新分公司设立许可证的过程中，外资

寿险公司享有与中国企业同等的国民待遇。

③资产运用方面

　希望在合理范围内扩大外资寿险公司在资产运

用方面的投资许可范围。

④外资寿险公司、保险代理公司的设立

　外国寿险公司对保险代理公司的出资比例不得超

过25％。

　虽然尚无明文规定，但作为先进的保险咨询专业

经验的传播手段，希望废除对保险代理公司外资

出资比例的实质性限制，并希望中国政府认可外

资寿险公司对保险代理公司100％的出资。

⑤其他

·中国保险年鉴等的一致性

　统计数据缺乏连贯性，数据本身真实性也存在疑

问。有关中国保险年鉴，因各个省份统计方法不

同导致很多数据缺乏统一性，数据收集困难。希

望采取措施统一统计口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