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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寿险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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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 用 一 年的有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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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自 年正式恢复寿险业务以来
,

我国的

寿险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

年的人寿保险费收

人 已经达到 亿元
,

我 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

要的新兴保险市场
。

对于高速发展的我国寿险业而

言
,

为确保其持续
、

快速
、

稳定和健康发展
,

必须对影

响寿险需求因素进行科学 的分析
,

这是一项既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的实践价值的课题
。

文献综述

从 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
,

对寿险需求的

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一方面是对寿险需求的

理论研究
。

从理论上分析人们在追求期望效用最大

化时
,

风险态度
、

通货膨胀
、

收人等因素对寿险需求

的影响 , 另一方面是针对寿险需求的实证研究
。

这

类研究通过实证数据
,

建立寿险需求与相关影响因

素间的计量经济模型
,

应用多变量解释影响寿险需

求的因素
。

近年有关人寿保险需求理论模型几乎均以效用

理论为基础
,

以 和 ‘〕的分析作为理

论起点
。

由于未来寿命的不确定
,

人们更倾向于现

在消费而不是选择未来消 费
,

保险的作用在 于消除

了这种 寿命不 确定性 带来 的影 响
。

在此基 础 上
,

等人进行了扩展
。

扩展的研究表明风

险资产的存在不会改变人们对保险的需求或消费
,

人寿保险的需求主要是为 了消除由于寿命的不确定

带来的收人风险
,

而不是为了消除资产的风险
,

这个

结论说明
,

寿险的作用主要是储蓄和保障
,

而不是投

资
。

随着我国寿险市场 的发展
,

针对我 国寿险需求

的研究也随之丰富起来
。

卓志 从国内生产总值
、

赌养率
、

社会保险
、

预期通货膨胀
、

国民教育水平和

银行利率的角度对我 国寿险需求进行了实证研究
。

指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

较高的少儿赌养率是影响

人寿保险消费的显著性 因素
,

而人 口 的较低教育水

平会阻碍寿险的发展 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名义利率

对寿险需求的影响不确定
。

杨炯川 等运用平稳性时

间序列数字对寿险需求进行分析
,

认为经济增长
、

实

际利率和不断下降的少儿赌养率对寿险需求影响显

著
,

而预期通货膨胀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寿险

影响不显著
。

由于变量模型的不同
,

出现许多不 同甚至相反

的结论
。

有些因素在某些实证研究中与寿险需求具

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而在另一些研究中这种相关

关系并不显著
,

甚至在有的研究中具有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
。

所有的研究均是把寿险保费作为寿险需求

的数量指标
,

但考虑到 目前我 国人寿保费收人 中的

相当比例是投资性 的和储金性的
,

故以这种没有经

过调整的保费收人作为寿险需求的指标有夸大寿险

需求之嫌 几乎所有 的研究者 只考虑外生变量对寿

险需求的影响
,

事实上
,

寿险供给也是影响需求的因

素之一 另外
,

变量 的选择上也存在着一些 问题
,

如

把教育水平作为影响寿险需求的 自变量缺乏理论根

据
,

而且教育水平与一 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

易

与 变量产生多重共线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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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选择

在本研究中
,

仍然选用年度人寿保险费收人作

为一定时期内人寿保险需求的度量指标
,

但对其数

据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见下面
。

对于影响人寿保险

需求因素的选取
,

主要考虑 以下 几个方面 的标准
。

一是要与因变量具有较高的关联性
。

二是数据的易

得性
。

三是 自变量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
。

根据以上

标准
,

本文主要选择以下 因素作为解释变量
。

收入水平

综观世界保险业发展的历程
。

我们可 以发现其

中的最基本的规律 即收人水平决定 了一 国人寿保

险业的发展水平
。

随着收人水平 的提高
,

人们在满

足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仍然有剩余的资财来满足

人们安全保障的需求
。

收人水平一般可以用 国民收

人
、

个人可支配收人等指标来衡量
,

但考虑到在我国

人寿保险的总需求 中
,

有相 当一部分来 自于企事业

单位的团体保险
,

因此在本研究 中选取 国内生产总

值 作为收人水平的衡最指标
。

利率水平

利率水平也是影响人寿保险需求的一个重要 因

素
。

因为传统寿险产品一般均规定有预定利率
,

预

定利率的高低主要受制于市场利率
。

如果保单的预

定利率不变
,

而市场利率上升
,

则人寿保险产品对于

公众的吸引力就会下降 市场利率下降
,

则社会公众

对人寿保险的需求上升
。

一般情况下
,

保单的预定

利率随市场利率变动而进行调整
。

市场利率的衡量

在不同的国家有所不 同
,

由于我国的金融结构是 由

银行主导的
,

银行利率
,

特别是存款利率
,

对社会公

众的影响力最大
,

因此
,

本研究 中
,

我们 以一年期定

期存款利率水平作为利率水平的度量
。

利率有名义

利率和实际利率之分
。

实际利率是名义利率经过通

货膨胀调整之后得 出的
。

根据现有的研究结果看
,

有人认为实际利率对人寿保险需求有显著影响
。

劝养率水平

赌养率 也称抚养系数 一般指一 国或一地区内

岁和 岁 以 上 的人 口 被赌养或抚 养的人

口 与 岁人 口 的 比例
,

赌养率又可细分为少

儿赌养率和老年赌养率
。

一般认为
,

在收人水平一

定的情况下
,

赌养率水平的高低对于人寿保险需求

水平有重要 的影响
,

较高的赌养率会使得对于寿险

的需求下降
。

我 国人 口 的老年化趋势
,

使得我 国的

少儿赌养率下 降
,

老年赡养率上 升
,

总赌养率近

年呈现下降趋势
。

预期通货膨胀率

由于人寿保险一般都具有长期性的特点
,

未来

的通货膨胀将侵蚀保单的价值
,

因此高通货膨胀 率

对于人寿保险需求具有负面的影响
。

本研究中我们

用消费者价格指数 作为通 货膨胀指标的度

量
,

用前三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作为本年度预期通

货膨胀率的度量
。

人寿保险供给
“

供给会创造它 自己的需求
” 。

需求和供给之间

是相互联系
、

相互作用
,

二者互为因果
。

由于人寿保

险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
“

奢侈品 ”而非
“

必需 品
” ,

再

加上社会习惯和心理因素的影响
,

使得人寿保险需

求对于保险供给因素更加倚重 西方 国家和我国寿

险业发展 中的实践证明 人寿保险需求与寿险公 司

的营销投人的水平密切关联 寿险供给是影响寿险

需求的重要因素
。

一般可以用每年度营业的人寿保

险公司的数量或营业 的寿险公 司总员工数量 包括

寿险代理人 作为寿险供给水平的指标
。

数据收集与回归模型

数据收集

本研究中
,

我们收集了 一 年间的人寿

保险费
、

收人水平
、

利率水平
、

赌 养

率
、

预期通 货膨 胀 率 和 人 寿 保 险供 给

数据
。

以上数据主要 引 自各年的《中国统计年

鉴 》
。

人寿保险费的数据由于统计 口径的变化
,

故参

考了多种统计资料
。

为了使得保费更好地反映寿险

需求
,

本文剔除了储金保费 对于投资性较强的险种

如分红保险
、

万能寿险
、

投连险保费按 计人 寿

险保费收人
。

因为这部分保险费投资功能较 强
,

保

障功能较弱
。

一 年 间 的赌养率数 据 主 要

由各年《中国人 口 统计年鉴 》整理得到的
。

由于寿险

公司年度员工数据难 以取得
,

故用各年度 开业 的寿

险公 司的数 作为寿险供给的衡 指标
。

为 了使得

各变量数据线性化
,

除了预期通货膨胀率外
,

对于 上

述其它数据分别取常用对数
。

模式设定

根据上述数据
,

构建线性 回归模型
,

, 才 。

用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

得出结果如下

从 回 归 结 果 看
,

,

回归方程总体显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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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分析

收入水平对寿险器求的影晌显著

由上述回归结果看
,

寿险需求的收人弹性系数接

近
,

所得结果小 于前人 的研究结果 大多数研究者

的收人弹性系数都
,

主要原因是本研究对于寿险

保费收人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

本人认为
,

这个结果应

该是符合我国的寿险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

我 国人

均 刚刚突破 美元
,

在这之前
,

我国的居 民

消费结构总体上来说是属于温饱型的
,

我国寿险业的

发展也处于起步阶段
。

根据发达 国家和新兴市场 国

家的经验
,

在人均收人超过 美元之后
,

寿险的

收人弹性会比较高
。

‘ 养率对于寿险招求影晌显

一 年的 年间
,

我国的少儿赌养率由

年的 下 降到 年的 老年

赌养率由 上升到
。

总赌养率由

年的 下降到 年的
。

在这 间
,

我国经济分享了人 口 结构年轻带来的人 口 红利
。

从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

赌养率对寿险需求有负的显著性

影响
。

不断下降的赌养率对于提高寿险的需求水平

有积极的影响
。

另外
,

如果运用少儿赌养率替代赌养

率
,

结果仍然为负且影响显著
,

但如果用老年赌养率

替代赌养率则结果不显著
。

这主要是 由于实行计划

生育
,

独生子女家庭 占的 比重起来越大
,

少儿在家庭

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

父母热衷于为子女购买各种人

寿保险
,

促进 了寿险的发展
。

名义利率对寿险的影晌为正
,

但不显

名义利率对于寿险的需求影响为正
,

名义利率的

变动促使传统寿险的预定利率同向变动
。

而上升的

预定利率会促使寿险的收益水平上升
,

这会刺激寿险

需求的上升
。

由于影响我 国寿险需求的主要 因素为

收人水平
,

居民持有的金融资产以银行存款等安全性

高的资产为主
,

因此名义利率水平的变动对于寿险需

求的影响不显著也是合乎情理的
。

如果用实际利率

代替名义利率
,

结果同样不显著
。

预期通货膨胀率对寿险的招求影响为负
,

但不

显普

预期的通货膨胀会侵蚀未来保单的价值
,

因此预

期通货膨胀率对 于寿险需求影响为负
。

我国居 民的

储蓄倾向一直较高
,

而寿险具有较高的储蓄性
,

即使

存在通货膨胀
,

居 民仍然会选择储蓄
,

因此预期通货

膨胀率对寿险需求的影响不显著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

寿险的供给增加对寿险招求有显 性的影晌

自从 年正式恢复寿险业务 以来
,

开展寿险

业务的公司由初期的中国人 民保险公 司一家发展到

底的 家
。

寿险产品由期初的短期寿险发展

到 目前的以 中长期寿险为主体
,

品种繁多的产 品体

系
。

更为重要的是 寿险公司的营销方式发生革命性

的变革
。

自 年美国友帮保险首次在大陆引人寿

险个人代理人制度 以来
,

我 国寿险代理人发展迅猛
,

至 年底 已经达 万人之众
。

保险代理人不仅

营销寿险产品
,

在展业的过程中不断传播和普及保险

知识
,

使得寿险产品在短期内为社会公众所接受
。

寿

险机构的迅速发展
,

营销方式的不断变革
,

使得寿险

机构的供给不断增加
,

有效地促进 了寿险需求 的增

力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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