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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寿险需求和健康险需求影响因素的比较 
张超 

中邮人寿保险服务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  河南  郑州  450000 

摘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保险行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健康险发展规模远低于寿险，制约了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文章主要针对我国寿险需求与健康险需求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从而推动我国保险业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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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我国保险行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根据银监会

发布数据来看，2020年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 4.5万亿元，同

比增长 6.1%，提供保险金额 8710万亿元，同比增长 34.6%，

赔付支出 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7.9%；截至 2020 年末，保

险公司总资产 23.3万亿元，同比增长 13.3%；在 2020年 1~12

月，健康险业务实现原保费收入 0.82万亿元，同比大增 15.67

％；寿险业务实现原保费收入 2.40 万亿元，同比增长 5.40

％。虽然健康险增长速度快，但是健康险的规模远低于寿险，

因此仍旧需要深入分析影响两者发展的相关因素，从而提出

有效的解决策略，推动寿险与健康险的协调发展。 

一、我国寿险需求与健康险需求的影响因素比较 

寿险与健康险的承保范畴不同，因此具有一定的互补

性，但是两者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具有替代性。例如

重大疾病险中的被保险人如果患有承保范围内的重大疾病

时，那么被保险人的保险金可以分配给受益人，此处的受益

人可以是子女、配偶或其他亲人，这与寿险出现交叉重合的

情况；又例如生存年金可以发挥长期护理险中为丧失自理能

力的被保险人提供护理费用的作用[1]。从供给来看，寿险与

健康险都存在着一定的成本，往往可以进行组合销售，满足

被保险人的多样化要求，又可以节省营销费用[2]。某一地区

的寿险消费水平过高，可能会影响健康险的发展，若健康险

消费水平过高，又会影响寿险的发展。总体来看，两者存在

较多的经济影响因素，因此研究两者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1.收入水平 

从马斯洛需求理论来看，人们对于安全的需求属于第二

类需求，只有在充分满足第一类生理需求的情况下，人们才

会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3]。人们收入水平会影响对保险

的需求，从地区差异来看，一线城市保险业收入水平远高于

二三线城市，且国民 GDP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会

影响其对寿险、健康险的需求。 

2.社会保障享有水平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于商业保险的发展有着一定的

影响。从寿险来说，社会保障制度对于生存年金和死亡保险

具有较大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发放的社保金，可以为退休

人员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一般来说购买了社保的人员，对

于生存年金的购买欲望会下降。同时社会保障制度也会对人

们购买健康险的意愿造成较大的影响，例如工伤保险对于健

康险有一定的替代作用[4]。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们风险意识的提升，使得人们对于寿险、健康险的需求量

升高。 

3.家庭规模 

随着我国家庭结构的改变，人们的风险防范意识不断升

高，人们对于商业保险的依赖性不断升高。多数人购买保险，

主要是为了家庭提供经济保障，那么家庭规模会对保险需求

造成一定的影响，例如家庭人口众多的群众，更倾向于借助

家庭成员的力量来分散经济风险，由此可见家庭规模的扩

大，会导致人们对于保险的需求下降[5]。 

4.受教育水平 

学界指出受教育程度会直接影响人们对于寿险、健康险

的需求，这主要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的风险感知能

力就于强，能够深入了解保险的作用。同时受教育程度更高

的人群，往往经济收入也更高，具有一定的理财能力，可以

通过保险产品来保障自身的财产安全。在实际调查中发现，

大专以上人群对于寿险、健康险的需求量往往高于小学及以

下、初高中及职校的人群，这说明受教育程度与寿险、健康

险需求有密切的相关性[6]。 

5.预期通货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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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的收入与支出往往是发生在不同时间段，且保费支

付在前，赔付在后，而通货膨胀会影响保险的实质保障效果，

从而影响人们对于寿险、健康险的需求。分红寿险、万能寿

险等险种通过分发红利、增加保险金额等方式，将保单的收

益返还客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

且近年来部分健康险也附带了分红条款，从而吸引更多的客

户。总体来说，预期通货膨胀率会影响人们对于寿险、健康

险的需求。 

6.重大疫情风险 

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对全世界都造成了较

大的冲击。我国虽然在新冠疫情防控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但是疫情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在风险管理的

角度上来看，我国居民对于风险的防范意识不断提升，尤其

是意外风险与健康风险。这主要是由于重大疫情带来的巨大

的损失以及不可预测性，引起人们对于风险防范的关注，因

此会提高对于保险产品的需求，尤其是寿险和健康险。 

二、推动寿险、健康险发展的策略 

1.加保险速产品创新，提高服务质量 

保险公司要想推动寿险、健康险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

积极创新保险产品，解决供需矛盾。从目前趋势来看，人口

老龄化趋势的加深，会影响寿险、健康险的发展，除了家庭

资源有限之外，还有一个较大的限制因素是在产品供给方面

[7]。多数家庭将有限的资源投资给青年子女，对于老年人的

关注度不高。另一方面是由于目前我国寿险、健康险市场中

的产品设计存在缺陷，尤其是在年龄限制方面，出现了 60

岁以上人群无险可买的局面。 

为了进一步推动寿险、健康险的可持续发展，保险公司

最好在产品供给上进行优化，根据目前我国人口结构的特

点，大力开发老年群体需要的寿险、健康险产品，从而优化

产品结构，满足老年群体的保险需求，丰富产品类型。在传

统寿险、健康险的基础上，设计更加灵活多样的产品，例如

借助国外的保险制度，放宽年龄限制，从而吸引更多的客户，

扩大市场规模。 

2.加强宣传力度，完善服务模式 

保险公司需要加强宣传力度，创新营销模式，从而激发

群众对于寿险、健康险的需求，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营销

模式，利用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平台展开宣传。同时保险

公司需要做好社会调研，结合国外保险行业发展经验，为不

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人群提供多样化的产品，

有效规避各种风险。同时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

技术，为客户建立个人档案，提供差异化的寿险、健康险服

务。例如使用大数据监控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从而掌握被

保险人的健康信息，为其提供个性化的产品，从而优化寿险、

健康险产品结构，扩大市场需求。此外，保险企业还要不断

提高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与一般险种相比，寿险、健康险

具有更高的专业性，需要具有医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从而

为客户提供更加专业的服务。过去由于工作人员鱼龙混杂，

经常出现诱导购买的情况，导致群众对于保险公司的不信任

感提升。为了提高群众的信任度，保险公司需要加强自我管

理，规范销售行为，从而提供更好的保险服务，吸引更多潜

在客户。 

结束语 

影响寿险、健康险需求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且目前寿险

市场规模远高于健康险，因此保险公司需要采取有效的措

施，推动两者的协调发展，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保险

业的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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