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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文根据中国某大型寿险公司的客户保单信息，分析了中国居民在不同年龄上的

定期寿险、终身寿险、两全寿险、年金寿险购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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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趋势，结论表明居民在整个生命周

期内的消费需求具有明显的随年龄变化的规律，消费需求呈阶段性特征，整个生命周期可以

划分为 6个阶段，不同类型的寿险产品的消费需求随年龄的变化规律差异较大；产品政策干

预对居民的寿险需求有较大的影响，保险事故责任的差异是居民寿险消费需求差异的主要原

因，幼年群体对拉动寿险消费需求的作用较为显著，未成年群体的普通终身和分红终身寿险

消费存在较大的退保风险，建议寿险供给主体谨慎开发这个年龄群体的市场消费。产品趋同

化提升了寿险消费需求，但并未带来消费量的急剧拉升，建议寿险供给主体着眼于产品保障

功能给消费者带来的福利增加开发产品。 

 

2000 年寿险产品结构成功转型以后，寿险产品不再是单纯提供生命风险保障功能的产

品，也可以作为资产保值和增值的手段，具有储蓄投资功能。寿险消费需求既反映了人的生

命风险保障需求，也反映了资产保值增值等储蓄投资功能需求。被保险人的年龄范围不再局

限在劳动年龄段，而是扩展到整个生命周期阶段。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生命风险和家庭的

经济需求不同，寿险消费需求在不同年龄上的变化规律差异较大。由于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并

不完全一致，未成年的被保险人、部分处于满巢Ⅰ或者满巢Ⅱ阶段的被保险人的寿险消费反

映了父母等长辈对子女等晚辈的关爱，部分已经退休或者接近退休年龄的被保险人的寿险消

费反映了子女等晚辈对父母等长辈的关爱，与投保人对自身或者配偶等的寿险消费需求也不

同；某些投保人是受被保险人所托代为购买寿险产品，反映了被保险人对自身的寿险需求。

被保险人的年龄是确定保险费率的重要指标，因而被保险人的年龄对寿险需求有较大的影响。

不同年龄上的寿险购买率度量了同类消费群体的寿险消费需求，反映了消费需求在整个生命

周期内的变化规律，对研究消费需求随年龄变化的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1 购买率=被保险人在某一年龄的总保单数/被保险人在所有年龄的总保单数，被保险人年龄用投保时的实

际年龄表示。 



大数概率统计结果显示，死亡率和生存率具有随年龄变化的相对稳定的规律，年龄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被保险人的生命风险情况，也是保险公司制定保险费率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决

定寿险保费或者保额的主要因素。成年人的年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收入所处的阶段，劳

动经济学的研究发现收入与年龄呈驼峰型趋势，人在中年时期的收入相对较高，退休以后的

收入相对较低。未成年的寿险消费主要取决于投保人的需求，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父母年

龄一般在 30岁左右，12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的父母年龄一般在 40 岁左右，30 岁左右时的收

入一遍比 40 左右低，因而未成年人的年龄也间接反映了投保人收入情况。年龄是寿险消费

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寿险消费是否存在随年龄变化的某种规律，保险事故责任类型

不同时寿险消费需求随年龄的变化规律是否相同？ 

国内外大量文献认为年龄是影响寿险需求的重要因素，寿险需求随年龄递增，在生命周

期较晚的时期寿险需求减少，关于寿险购买率问题研究的文献较少。Chen，Wong和 Lee（2001）

［1］
。分析了不同年龄段的普通寿险购买率问题，认为 1949～1970年 20～24岁的群体的购买

率最高，1975～1995 年 25～34岁的群体的购买率最高，19 岁以下和 50岁以上的购买率在

不同年份的变化不大。刘学宁和李风风（2012）
［2］

认为年龄与年缴保费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王向楠和王晓全（2013）
［3］

的结论表明 30～39岁群体和 40～49岁群体的投保率最高，20～

29岁的青年群体、50～59岁和 60 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的投保率较低，年龄和投保率之间存

在“倒 U型”关系。据作者所见，国内外文献尚未涉及到不同年龄上的寿险购买率问题，以

及终身寿险、两全寿险、年金寿险等险种的购买率问题。 

本文的第一个创新点在于本文研究了被保险人在不同年龄上的寿险购买率变化规律，这

在国内外寿险需求问题研究中具有首创性。本文的第二个创新点在于按照保险事故类型不同

将寿险产品分为定期寿险、终身寿险、两全寿险、年金寿险四种产品，可以对四种产品的寿

险购买率变化趋势进行比较分析，这种比较是国内外文献很少涉及到的方面。论文的结构安

排如下：第一节是样本数据来源及其他问题的处理和说明，第二节是个人代理渠道寿险购买

率变化趋势，第三节是所有业务渠道寿险购买率变化趋势，第四节是论文的结论。 

一、样本数据来源及特殊问题的处理和说明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某大型中资寿险公司 2006～2011 年的客户保单信息，各年个人

业务渠道新签单保单数约 180万单左右。该寿险公司是中国七大寿险公司之一，规模保费收

入的排名较前，周华林和郭金龙（2012）
［4］

的研究表明中国寿险市场呈现的是垄断竞争的结

构模式，按照随机抽样的原理，在大样本下该公司的消费数据具有普遍代表性，可以研究整

个寿险市场的购买率变化规律。2000 年以后各寿险公司逐渐进行产品转型，2006 年以后各



寿险公司的产品结构基本上已经趋向成熟；2006 年寿险行业开始执行中国人寿保险业生命

表（2000～2003），生命风险对寿险需求的影响作用相同，2006年以后规模总保费收入大幅

度增加，此后各年都保持在较高的发展水平递增；股票等资本市场也经历了几次较大规模的

调整，金融投资环境与以前有较大的不同，因而本文以 2006～2011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 

个人代理和银行代理是各寿险供给主体的两种主要销售渠道，其他业务渠道的保单量较

少。个人代理渠道的销售主要受业务员推动，与公司的市场导向有较大的关系，中国寿险市

场具有较强的供给导向特征，因而消费需求受供给推动的影响较大。银行代理渠道主要销售

理财类寿险产品，是居民进行资产保值增值的金融工具之一，消费需求并未完全反映居民对

生命风险的保障需求。该寿险公司的定期和终身寿险主要是通过个人渠道销售，两全和年金

寿险也通过其他业务渠道销售。因而本文比较了个人渠道和所有业务渠道的消费需求差异，

以个人渠道的消费需求研究为主。 

定期寿险和终身寿险都是以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的死亡为赔付责任的寿险产品，定期

寿险的保险期间为有限期，终身寿险的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终身。两全寿险对被保险人在保

险期内的生存和死亡都承担保险责任，绝大多数两全寿险产品保险期内的死亡赔付系数比生

存赔付的高。年金寿险最初是以被保险人在保险期内生存为赔付责任的寿险产品，现在市场

上销售的绝大部分年金寿险也为被保险人在保险期内死亡提供赔付责任，绝大多数年金寿险

产品的期满生存赔付系数比死亡赔付的高。定期寿险是传统型普通寿险产品，产品不具有分

红功能，期满被保险人生存则不能获得保额赔付，也不能收回本金，这种产品的保费较低，

保额较高。终身寿险、两全寿险、年金寿险产品有分红型和普通型两种，期满都能获得一定

的赔付，普通型寿险产品可以作为储蓄工具，分红型寿险产品期满还可以获得分红收益，可

以作为投资的理财工具，分红型产品的保费较高，保额较低。由于绝大多数居民购买了分红

型的终身、两全、年金寿险，这三类寿险产品自身特征差异较大，普通型终身、两全、年金

寿险的保单数量极少，因而本文主要分析了定期、终身、两全、年金寿险的购买率问题。 

二、个人代理渠道寿险购买率变化趋势 

1、定期寿险购买率 

图 1表明不同年份的定期寿险购买率曲线具有规律性变化趋势，定期寿险在整个生命周

期内的消费需求具有较强的规律性。消费需求随年龄递增，在 33 岁左右时消费需求达到顶

峰，随后消费需求缓慢递减，劳动年龄段的群体是定期寿险的主要消费群体，未成年人和

50岁以上的人的需求最低，未成年人的需求比 50岁以上的群体高。Chen，Wong和 Lee（2001）

中不同年龄段的购买率先递增后递减，1970年前 20～24岁的购买率最高，1995年前 25～9



岁的购买率最高，19 岁以下的购买率比 55岁以上的高，19 岁以下和 50岁以上的购买率在

各年的变化较小，与本文的结论一致。Fischer（1973）
［5］

认为 33 岁的寿险需求最大，购买

量先递增后递减，与本文的结论一致。表明中国居民的定期消费需求符合生命周期理论，反

映了消费需求随年龄的变化规律，与其他国家寿险消费需求的变化规律一致。 

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定期寿险消费需求具有阶段性特征，可以划分为 6个阶段：0～8，8～

18，18～26，26～40，40～50，50 岁以上。0～8 岁是消费需求的缓慢增长期，8～18 岁的

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加快，18～26 岁是消费需求迅速增长的时期，26～40 是购买寿险的高峰

期，40～50岁是消费需求迅速下降期，50岁以后的消费需求迅速衰减为 0。50 岁以后的消

费市场开发的难度较大，某些寿险公司推出了联合人寿保险产品，减弱了年龄劣势对消费需

求的影响。 

寿命延长对消费需求有影响，购买率最大的消费群体的年龄逐年增大，因而应关注人的

寿命变化规律，适度调整市场战略。2006和 2007年购买率在 33 岁时达到顶峰，2008年在

34岁时达到顶峰，2009年在 38岁时达到顶峰，2010和 2011年在 39岁时达到顶峰。 

消费需求随年龄的变化规律具有刚性特征，相邻年份的变化趋势更为接近，因而可根据

以往的寿险消费需求变化规律调整未来的市场策略。2006 和 2007 年购买率曲线更接近，

2008～2011 年的购买率曲线更接近。 

 

 

图 1 被保险人在不同年龄上的定期寿险购买率 

 

2、终身寿险购买率 

图 2表明不同年份的终身寿险消费需求先随年龄递减，达到最低水平后开始递增，达到

顶峰之后再缓慢递减，劳动年龄段的消费需求先递增后递减，是终身寿险的主要消费群体，

未成年人和 50 岁以上的消费需求比定期寿险的高，与定期寿险的消费需求变化规律不完全

一致。终身寿险的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终身，某些产品具有分红功能，既可以作为生命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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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的工具，也可以作为投资理财的工具，产品自身特征的差异是消费需求差异的主要原因。

2010年开始该公司个人代理渠道的普通终身寿险保单数量极少，2010和 2011年的消费需求

与以往年度差异较小，表明终身寿险在生命周期内的消费需求有自身独有特征，将普通终身

寿险和定期寿险消费归为一组，研究普通寿险消费需求，容易忽略产品差异对需求的影响。 

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终身寿险消费需求有明显的阶段性趋势，可以分为 6个阶段：0～8，

8～16，16～26，26～40，40～50，50岁以上。0～8岁是消费需求急剧下降期，8～16岁的

消费需求缓慢递减，16～26 岁是消费需求迅速增长的时期，26～40 是消费需求的持续快速

增长期，是购买寿险的高峰期，40～50 岁消费需求波动较大，消费需求趋向下降，50 岁以

后的消费需求缓慢递减。开发年龄较大者的消费需求相对容易，年龄较小者的消费需求较困

难。 

0～16 岁的不同年龄上消费需求递减，0～8 岁的消费需求比 8～16 岁的高。0～8 岁早

期的死亡概率较大，这个年龄段的群体一般尚未入学，没有团体保险，终身寿险可以作为储

蓄和投资工具，因而幼年早期的购买率较高。8～16岁的群体一般都已经入学，都有团体保

险，因而消费需求较低。2006 和 2007 年该公司只有普通和分红终身寿险两种性质的产品，

联合保险型产品的被保险人是夫妻双方，终身寿险只为保险期间内的死亡赔付保险金，未成

年人的死亡概率较低，期满时被保险人不能获得保险金，父母获得保险金的概率也较低，退

保能收回的本金较低，这两年 0～16岁的消费需求比其他年份的高，消费需求有非理性特征。

2008 年后该公司推出了万能终身寿险，消费者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保险额度，支取或者增加

保单价值，万能终身寿险可以作为储蓄投资工具，为未成年人购买万能寿险相当于资产保值

性质的储蓄，这种消费需求具有理性特征。 

寿命延长对消费需求有显著影响，购买率最大的消费群体的年龄逐年增大，18 岁以上

的购买率曲线向右推移，因而更应该重视寿命变化对需求的影响。2006和 2007年购买率在

36 岁时达到顶峰，2008 年在 39 岁、2009 年在 38 岁、2010 年在 46 岁、2011 年在 48 岁时

达到顶峰，36岁以后的购买率曲线右移的趋势更明显。 

相邻两年的消费需求变化规律更接近，供给主体的产品调整对需求有显著影响效应，产

品调整的效应具有滞后性，一年后消费市场的反映更大。2008 年该公司在个人代理渠道推

出了万能终身寿险，2010 年又推出了另一种万能终身寿险，取代了之前的万能终身寿险，

普通终身寿险的保单数极少。2006 和 2007 年的购买率曲线更相近，2008和 2009年，2010

和 2011 年的更相近。 



 

图 2 被保险人在不同年龄上的终身寿险购买率 

 

3、两全寿险购买率 

图 3表明不同年份的两全寿险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消费需求具有较强的规律性，购买率

曲线几乎完全重合。消费需求先随年龄递减，达到最低水平后缓慢递增，达到顶峰后迅速递

减，未成年人是最主要的消费群体，4岁以下的消费需求最大，劳动年龄段的消费需求先递

增后递减，消费需求比幼年群体的低，50 岁以上的消费需求最低，与定期、终身寿险消费

需求的差异较大。 

两全寿险对生死两种风险提供保险责任，具有可选择的分红功能，保险期间一般较短，

死亡保障功能比终身寿险和定期寿险的低，期满可以收回资本本金，也可对生命风险提供保

险责任，分红收益可以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也可以作为储蓄投资工具。2006 年以后大量

散户在股票等投资中损失较大，对资本安全性有较高的需求，通货膨胀因素使得储蓄存款贬

值风险较大，居民对投资型寿险产品的需求增强，两全寿险是各寿险公司市场份额最大的保

险产品。年龄越小时购买两全寿险的成本较低，现代家庭更舍得为子女消费投资。部分寿险

公司在生存保险责任方面设计了针对未成年子女的“大学教育金”、“深造基金”、“立业金”、

“婚嫁金”等，增强了寿险产品生存保障功能；部分寿险公司除了提供累计分红收益之外，

也提供终了红利收益，增强了寿险产品的分红功能。因而 8岁以下的两全寿险消费需求较高，

16 岁以后两全寿险的消费需求先递增后递减，与收入随年龄的变化趋势一致，符合生命周

期理论。 

产品功能特征差异是消费需求差异的主要原因，因而也不能将定期、普通终身、普通两

全寿险归为一组，分析生命风险保障需求随年龄的变化的规律。 

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两全寿险消费需求呈阶段性变化特征，可以分为 6 个阶段：0～8，

8～16，16～26，26～40，40～50，50岁以上。0～8岁是消费需求急剧下降期，是购买寿险

的高峰期，8～16 岁的消费需求缓慢递减，16～26 岁是消费需求迅速增长的时期，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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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消费需求的持续快速增长期，40～50 岁的消费需求迅速下降，50 岁以后的消费需求迅速

衰减为 0。开发年龄较小者的消费需求相对容易，年龄较大者的消费需求较困难，消费需求

具有较强的投资性。 

寿命延长对消费需求有不显著的影响效应，劳动年龄段曲线峰顶位置逐年右移。2006

年购买率在 35岁时达到顶峰，2007 年在 37岁、2008～2010年在 39岁、2011年在 40岁时

达到顶峰，40～50岁的购买率曲线有不显著的逐年向右趋势。 

 

图 3 被保险人在不同年龄上的两全寿险购买率 

 

4、年金寿险购买率 

图 4表明不同年份的年金寿险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消费需求分为两个阶段，2006～2009

年消费需求的变化规律与定期寿险的相近，2010和 2011年消费需求与两全寿险的相近，相

邻年份的消费需求变化趋势更相近。2009 年该寿险公司对某款非重点推广的年金寿险产品

增加了投保人豁免责任条款和分红功能，该产品的保单数量占年金寿险的比重在 36%左右，

2010和 2011 年这种年金产品的市场份额迅速拉升，成为该公司主推的年金寿险产品。产品

调整是不同年份消费需求差异的主要原因，需求受供给推动的影响较大，具有较强的被动性

特点，消费主体的自发性消费意识淡薄。 

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年金寿险消费需求具有阶段性趋势，可以分为 6个阶段：0～8，8～

18，18～26，26～40，40～50，50岁以上。2010和 2011年 0～8岁的消费需求急剧下降，

是购买年金寿险的高峰期，2006～2009年 0～8岁的消费需求缓慢递增；2010和 2011年 8～

18岁的消费需求缓慢递减，2006～2009年 8～18岁的消费需求缓慢递增，增速比同时期 0～

8 岁的快；18～26 岁是消费需求迅速增长期；2010 和 2011 年 26～40 岁的消费需求继续快

速增长，2006～2009年 26～40岁的消费需求相对平稳，是购买年金寿险的高峰期；40～50

岁是消费需求迅速递减期，各年消费需求差异较小；50～55 岁消费需求缓慢递减，56 岁以

后消费需求迅速衰减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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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延长对年金寿险消费需求的影响并不显著，购买率最大的消费群体的年龄有不显著

的逐年增大现象。2006和 2007购买率在 40岁时达到顶峰，2008年在 35岁、2009年在 38

岁、2010年在 41 岁时、2011 年在 40岁时达到峰顶；40岁以后的购买率曲线有不显著的右

移趋势。 

年金寿险（Bernheim（1991））
［6］

最初是为了防范被保险人生存期过长，年老无收入来

源风险而设计的一种寿险产品，未成年人的这种生命风险相对较低，劳动年龄段或者接近退

休的群体的生存风险较高，消费需求应该较高，该公司 2010和 2011年未成年人的消费需求

最高，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消费需求最高。表明幼年群体对拉动消费需求的作用较为显著，

受政策推动的影响较大，该公司年金寿险的消费需求并未反映居民的生命风险保障需求规律，

年金寿险更多地是被居民作为投资理财工具，而不是防范养老风险的保障工具。 

 

 

图 4 被保险人在不同年龄上的年金寿险购买率 

 

5、产品设计趋同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为推动储蓄型寿险产品市场开发，各寿险公司在产品设计方面逐渐消除了保险事故责任

类型的差异。部分两全寿险产品的保险期间为被保险人终身，具有终身寿险产品的特征；生

存给付从保险合同生效的某一时期开始支付，具有年金寿险的特征。绝大多数年金寿险产品

也提供死亡赔付责任，具有两全寿险的特征。万能终身寿险相当于是可续保的定期寿险，具

有定期寿险产品的高保障功能特征。终身寿险和定期寿险都是以死亡为赔付责任的寿险产品，

具有较高的保障功能。因而不同事故责任类型的寿险消费需求具有某些相似之处。终身寿险

和两全寿险的购买率曲线是水平的“S”型曲线，18岁以上的终身寿险和定期寿险购买率曲

线更相近，40 岁以后的年金寿险和终身寿险购买率曲线更相近。2006～2009 年年金寿险与

定期寿险的购买率曲线相近，2010和 2011年年金寿险与两全寿险的购买率曲线相近。 

三、所有业务渠道寿险购买率变化趋势 

1、两全寿险购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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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中各年度所有业务渠道的两全寿险消费需求具有显著的随年龄变化的规律，与个人

代理渠道消费需求变化规律不完全相同。个人代理渠道中未成年人是最大的消费群体，50

岁以上的消费需求极低；其他业务渠道未成年人的需求极低，50～69 岁的消费需求较高，

主要反映了银行代理渠道消费需求特点。所有业务渠道中 18～69 岁的购买率较高，曲线顶

峰比个人代理渠道的高，呈现“双顶”特征，32～48 岁的购买率最高。Bernard 等（2003）

［7］
表明不同年龄段的两全寿险需求呈驼峰型，50岁之前的消费需求递增，50～64岁时达到

顶峰，之后递减。本文两全寿险的变化趋势与这个结论一致，再次证明本文样本数据具有一

般代表性，反映了中国寿险市场消费需求随年龄变化的规律。 

未成年人的消费主要发生在个人代理渠道，该公司 2010 年之前的少儿两全寿险的购买

率均在 5.63%以下，个人代理渠道中 8 岁以前的两全寿险购买率在 21%以上，购买非少儿系

列的寿险产品的人数较多，少儿系列的两全寿险产品没有极大地拉升未成年人的消费需求，

表明幼年人的消费需求并非是产品特质化差异的结果。个人代理渠道的两全寿险产品一般要

求被保险人的年龄在 55 岁之前，银行代理渠道的两全寿险产品要求被保险人年龄的上限值

一般在 74 岁左右。表明公司渠道的产品政策差异对消费需求有较大的差异，渠道消费需求

差异具有较强的“人为”干预特点，消费需求受产品政策制约的影响，50～69 岁的居民的

需求仍然较高。Bernard（2003）表明 70～74 岁的消费群体比 55～59岁的消费群体持有更

多的两全寿险产品。 

 

 

图 5 被保险人在不同年龄上的两全寿险购买率 

 

2、年金寿险购买率 

图 6表明所有业务渠道的年金寿险消费需求与个人代理渠道基本一致，销售渠道产品政

策差异对消费需求有影响。该公司 2006～2008 年的年金寿险保单基本上全部是个人代理渠

道销售的，2009 年公司开始在其他业务渠道销售年金寿险产品，但是个人代理渠道仍然是

年金寿险的主要销售渠道，银保渠道销售的年金寿险保单数量相对较少。所有业务渠道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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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岁的消费需求仍然较高，主要反映了银行代理渠道消费需求的变化规律，个人代理渠道

55～60 的消费需求迅速衰减为 0。个人代理渠道中某些产品要求被保险人的年龄在 55 岁以

下，因而 55 岁以上的消费需求较低，其他业务渠道对被保险人的年龄上限值在 70岁以下。 

 

 

图 6 被保险人在不同年龄上的年金寿险购买率 

 

四、结论 

前文的分析表明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消费需求具有明显的规律性，消费需求存在显著的随

年龄变化的特点，年龄是影响居民寿险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消费需求具有明显的阶段

性特征，整个生命周期可以分为 6个阶段：0～8、8～18、18～26、26～40、40～50、50岁

以上，相同年龄段内的消费需求具有相似的变化规律，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需求差异较大。 

居民对不同保险事故责任的寿险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消费需求存在较大的差异，产

品自身特征的差异是消费需求差异的主要原因，因而不应该将定期寿险、普通终身寿险、普

通两全寿险、普通年金寿险归为一组，分析年龄对普通寿险消费需求的影响；也不应该将具

有分红功能的终身、两全、年金寿险归为一组，分析年龄对投资型寿险消费需求的影响。 

按照寿险产品是否具有投资功能细分产品市场，容易忽略消费者年龄差异对需求的影响，

消费者年龄特征既反映了生命风险情况，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保险人的收入对需求的影响，

终身、两全、年金寿险消费需求随年龄变化规律的差异较大。按照保险事故责任不同细分寿

险产品，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消费者的寿险需求开发市场，更有利于促进消费需求增加。 

定期寿险的消费需求呈驼峰型，26～40 岁时的购买率最大；终身寿险的消费需求呈水

平的“S”型，26～40岁时的购买率最大，年龄较大者的消费需求较大；两全寿险的消费需

求呈水平的“S”型，个人代理渠道中 0～18岁的购买率最高，银行代理渠道中 32～48岁的

购买率最高；年金寿险的消费需求分为两个时期，2010和 2011年的消费需求与两全寿险相

近，2006～2009 年的消费需求与定期寿险相近，50岁以上的消费需求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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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群体对拉动寿险消费需求的作用较为显著，对具有生存赔付责任的两全寿险和年金

寿险产品的需求较大，对身故赔偿责任的终身寿险的需求较低。因而从短期来看开发未成年

消费市场对拉动消费需求的作用较为显著，这个群体的消费需求主要反映了居民的储蓄投资

需求，消费需求并不具有长期可持续性。 

寿命延长对寿险消费有影响，定期寿险、终身寿险消费需求受寿命延长规律的影响较大，

两全寿险和年金寿险消费需求受寿命延长规律的影响较小。因而寿险公司在开发产品或市场

时应该重视寿命变化规律，了解社会结构变化的特点，把握消费市场变化的新趋势，逐渐调

整市场的战略定位。 

该大型寿险公司2010和2011年的年金寿险消费需求并未反映居民的生命风险保障需求

规律，年金寿险更多地是被居民作为投资理财工具，而不是防范养老风险的保障工具。未成

年人的普通和分红终身寿险消费具有一定的非理性特点，万能终身寿险的消费需求具有储蓄

和保障的双重特征，这部分保单存在较大的退保风险，建议保险公司在开发市场时谨慎处理

未成年人对这两类产品的消费需求。 

供给主体的产品调整政策对消费需求有较大的影响，终身寿险和年金寿险的消费需求受

产品政策的影响更大，产品设计趋同化策略弱化了保险责任差异对寿险需求的影响，对拉动

消费需求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并未促成保单数量的急剧拉升，反而增强了寿险产品的理财投

资性能，并未充分发挥寿险产品自身保障功能作用，供给主体应该着眼于产品保障功能给消

费者带来的福利开发产品，依靠内生性激励拉升需求。 

不同销售渠道的消费需求随年龄变化的规律不完全一致，销售渠道特点和供给主体的产

品政策策略是消费需求差异的主要原因。个人代理渠道中年龄较大者的两全寿险和年金寿险

消费需求较低，银行代理渠道中年龄较小者的两全寿险和年金寿险需求较低，居民消费需求

受产品政策制约的影响较大，具有较强的“人为”干预特点。 

中国居民的寿险消费需求随年龄变化的趋势与其他国家基本一致，劳动年龄段的消费需

求符合生命周期理论，反映了中国居民的生命风险保障需求。中国 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终

身、两全、年金寿险的消费需求较高，这种变化趋势是中国等亚洲国家特有的现象，与中国

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变化有较大的关系，消费需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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