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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本節所載信息均源自多個資料來源，包括獨立行業刊物、政府
報告及其他獨立刊物（均為「獨立資料來源」）。本公司認為這些獨立資料來源均屬適當，
並在選取及轉載這些信息時合理審慎行事，但本公司或彼等的任何關聯公司均無對信息
進行獨立核查，亦無法保證其準確性和完整性。本公司並無理由相信這些信息在任何重
大方面失實或存在誤導成份，或遺漏任何事實致使這些信息在任何重大方面失實或存在
誤導成份。

概況

根據獨立第三方瑞士再保險公司於2011年發表的Sigma報告（非受委託報告）2011年第
2期，按2010年保費規模計算，中國壽險市場規模在亞洲位居第二，僅次於日本，在全球
則位居第五。根據中國保監會公佈的數據，2010年中國壽險市場的原保險保費收入達人民
幣10,501億元，2001年至2010年間，中國壽險市場原保險保費收入的年均複合增長率達到
24.9%。根據Sigma報告2011年第2期，中國的壽險市場亦是世界上增速最快的壽險市場之
一。

根據中國保監會發佈的數據，截至2011年9月30日，國內共有61家壽險公司（不包括中
華聯合保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壽險業務），其中有25家是外資壽險公司。按原保險保費收
入計算，規模最大的六家壽險公司（包括我們）於2011年首九個月合計佔有80.8%的市場份
額，而外資壽險公司合計佔有3.7%的市場份額。根據2011年中國保險年鑒，目前中國壽險
公司透過保險營銷員渠道、銀行保險渠道、公司直銷及其他渠道分銷產品，於2010年，上
述分銷渠道分別佔壽險產品銷售的40.0%、53.1%、5.4%及1.5%。

我們認為，中國的壽險市場快速擴張的關鍵因素在於中國政府在過去30年中推行了一
系列經濟改革措施，導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顯著增加，從而帶動保險產品及服務需求不
斷上升。我們亦認為，中國政府在推動保險行業發展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也是國內壽險行業
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

中國壽險市場的發展

1. 中國壽險市場的歷史

1979年，中國恢復商業保險業。1982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恢復經營人壽保險業務，並
於1999年分拆其壽險業務。1988年，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公司成立，當時名為深圳平
安保險公司，並於1994年開始承保壽險。1992年，首家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壽險公司，美
國友邦保險有限公司獲得批准成立其第一家中國分公司，並在國內開展壽險業務。1996年
後，包括本公司在內的一批壽險公司相繼成立，中國壽險市場的競爭格局開始逐步形成。
截至2011年9月30日，中國共有61家壽險公司（不包括中華聯合保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壽
險業務），其中外資壽險公司有2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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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順應保險市場的快速發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1995年頒佈《中國保險法》，建立中
國保險業最初的監管框架。中國保監會於1998年設立，承擔監管保險業的職能，該職能原
由中國人民銀行承擔。根據1995年《中國保險法》，保險分類為兩種類別：人身保險（包括壽
險、意外傷害險和健康險）和財產保險（包括財產保險、意外險、責任保險和信用保險等）。
1995年頒佈的《中國保險法》規定，不得兼營上述兩類保險業務。因此，於1999年，中國人
壽（現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從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分離，獨立經營人壽保險業務。2002

年，平安分拆人壽業務，設立了平安人壽並成為其控股公司。為順應中國保險業的進一步
發展，《中國保險法》分別於2002年及2009年進行修訂。有關《中國保險法》的詳情請參閱「監
管」一節。

在中國壽險市場發展初期，產品相對有限，分銷渠道以直銷為主。隨着行業的發展，
中國籌險市場的分銷渠道亦已擴展至包括保險營銷員和銀行保險渠道。

2. 國內壽險業的現況

(1) 中國是全球發展最快的壽險市場之一

中國壽險市場近年經歷了快速增長。根據瑞士再保險公司發表的 Sigma 報告，2001年
至2010年間，中國壽險業務的保費規模以約28.0%（或根據中國保監會發表的原保險保費收
入數據則為24.9%）的年均複合增長率增長，而亞洲（除中國和日本外）、歐洲和北美市場同
期的年均複合增長率則分別為13.8%、8.5%及2.1%。

根據中國保監會數據，2010年中國壽險市場的原保險保費收入較2009年增長28.9%。
與此同時，中國的壽險密度（按人均壽險保費總額計算）和壽險深度（按壽險保費總額佔國內
生產總值的百分比計算）近年均穩步上升。

下表載列過去十年中國壽險行業相關信息，包括原保險保費收入、壽險密度和壽險深
度：

原保險保費
收入

（人民幣
十億元） 同比增長

壽險密度
（人民幣元） 壽險深度

20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2.4 42.8% 111.6 1.3%
20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7.5 59.8% 177.1 1.9%
200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1.1 32.4% 233.0 2.2%
20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9.4 6.1% 245.7 2.0%
20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64.6 14.2% 278.9 2.0%
20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06.1 11.4% 309.0 1.9%
200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4.9 21.9% 374.6 1.9%
200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33.8 48.3% 552.5 2.3%
20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14.4 11.0% 610.2 2.4%
20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50.1 28.9% 783.8 2.6%

資料來源：中國保監會、中國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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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2010年的壽險密度和壽險深度均低於其他經濟較發達的國家。因此，我們相信中國
壽險業具有非常廣闊的發展空間。根據瑞士再保險公司披露的2010年數據，中國的壽險密
度為106美元，而日本和美國分別為3,473美元和1,632美元。2010年中國的壽險深度為2.5%
（或根據中國保監會及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則為2.6%），而日本和美國分別為8.0%和
3.5%。上述相對較低的壽險密度和壽險深度，加上下文所述的持續的經濟發展、監管環境
改善及人口結構有制轉變趨勢，表明中國壽險市場具備較好的增長潛力。

下表載列根據瑞士再保險公司披露的有關中國、美國及亞洲與歐洲若干國家和地區於
2010年一些相關的經濟與壽險數據：

經濟指標 壽險指標

國內
生產總值

（十億美元）

人均國內
生產總值
（美元） 實際增長率

保費規模
（十億美元）

壽險密度
（美元） 壽險深度

2010年數據
中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48 4,168 10.4% 143 106 2.5%
美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641 47,199 2.8% 506 1,632 3.5%
日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519 43,457 4.0% 441 3,473 8.0%
德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306 40,416 3.4% 115 1,402 3.5%
法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80 39,753 1.5% 192 2,938 7.4%
英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51 36,190 1.3% 214 3,463 9.5%
意大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52 33,974 1.1% 122 1,979 5.8%
印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26 1,254 8.4% 68 56 4.4%
韓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2 20,900 6.1% 71 1,454 7.0%
瑞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24 66,329 2.6% 29 3,667 5.5%
台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15 17,888 10.0% 64 2,757 15.4%
香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5 31,690 6.8% 23 3,197 10.1%
新加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3 46,458 14.6% 10 2,101 4.6%

資料來源：瑞士再保險公司發表的Sigma報告2011年第2期。由於本表格數據來自瑞士再保險，統計口徑和貨幣
與中國保監會所披露的有所不同，因此計算出來的壽險深度和密度也有所不同

(2) 中國壽險市場的地區分佈

中國壽險市場的發展呈現出顯著的地區差異。根據中國保監會發佈的數據顯示，2010

年，廣東、江蘇、北京、山東及上海等原保險保費收入最高的五個省份、自治區和直轄市
原保險保費收入（包括意外險及健康險業務）超過人民幣4,202億元，合計約佔同期全國壽險
業務原保險保費收入總額的39.5%。2010年度，壽險深度最高的前五大的中國省份、自治
區和直轄市是：北京，上海，四川，重慶及山西。2010年度，壽險密度最高的前五大的中
國省份、自治區和直轄市是：北京，上海，天津，廣東及江蘇，當中大多為較發達的沿海城
市和省份。其中北京市以壽險深度5.5%，壽險密度人民幣3,845元，分別領居中國各省份、
自治區和直轄市首位（資料來源：中國保監會、中國國家統計局）。

相對保險市場較發達的中國東部地區而言，東北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保險市場規模
較小，壽險密度相對較低，但蘊藏著較大增長潛力。根據中國保監會及中國國家統計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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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的數據，2010年，中國西部地區壽險密度為人民幣507元，中部地區為人民幣609元，東
北地區為人民幣815元，均低於東部地區的人民幣1,134元以及全國平均水平人民幣784元。

下表說明2010年中國各省、自治區及直轄市壽險業務及經濟相關統計數據：

壽險指標 經濟指標

地區

原保險
保費收入

（包括意外及
健康險）
（人民幣
十億元）

全國市場
佔有率 壽險深度

壽險密度
（人民幣）

國內生產
總值

（人民幣
十億元）

人均國內
生產總值
（人民幣）

北京  . . . . . . . . . . . 75.42 7.1% 5.5% 3,845 1,377.79 70,251
天津  . . . . . . . . . . . 14.89 1.4% 1.6% 1,151 910.88 70,402
河北  . . . . . . . . . . . 55.35 5.2% 2.7% 770 2,019.71 28,108
上海  . . . . . . . . . . . 69.46 6.5% 4.1% 3,018 1,687.24 73,297
江蘇  . . . . . . . . . . . 85.08 8.0% 2.1% 1,082 4,090.33 52,000
浙江  . . . . . . . . . . . 50.87 4.8% 1.9% 935 2,722.68 50,025
福建  . . . . . . . . . . . 29.55 2.8% 2.1% 801 1,435.71 38,914
山東  . . . . . . . . . . . 73.90 7.0% 1.9% 771 3,941.62 41,147
廣東  . . . . . . . . . . . 116.36 10.9% 2.6% 1,116 4,547.28 43,597
海南  . . . . . . . . . . . 3.01 0.3% 1.5% 347 205.21 23,665

東部地區. . . . . . . . 573.89 54.0% 2.5% 1,134 22,938.45 45,317

山西  . . . . . . . . . . . 27.24 2.6% 3.0% 763 908.81 25,448
安徽  . . . . . . . . . . . 31.86 3.0% 2.6% 536 1,226.34 20,611
江西  . . . . . . . . . . . 18.40 1.7% 2.0% 413 943.50 21,170
河南  . . . . . . . . . . . 65.86 6.2% 2.9% 700 2,294.27 24,401
湖北  . . . . . . . . . . . 40.21 3.8% 2.5% 703 1,580.61 27,615
湖南  . . . . . . . . . . . 33.78 3.2% 2.1% 514 1,590.21 24,210

中部地區. . . . . . . . 217.35 20.4% 2.5% 609 8,543.74 23,950

內蒙古  . . . . . . . . . 11.93 1.1% 1.0% 483 1,165.50 47,174
廣西  . . . . . . . . . . . 12.52 1.2% 1.3% 272 950.24 20,645
重慶  . . . . . . . . . . . 25.51 2.4% 3.2% 884 789.42 27,367
四川  . . . . . . . . . . . 57.42 5.4% 3.4% 714 1,689.86 21,013
貴州  . . . . . . . . . . . 7.57 0.7% 1.6% 218 459.40 13,221
雲南  . . . . . . . . . . . 14.15 1.3% 2.0% 308 722.01 15,707
西藏  . . . . . . . . . . . 0.09 0.0% 0.2% 32 50.75 16,904
陝西  . . . . . . . . . . . 24.84 2.3% 2.5% 665 1,002.15 26,848
甘肅  . . . . . . . . . . . 10.75 1.0% 2.6% 420 411.95 16,107
青海  . . . . . . . . . . . 1.53 0.1% 1.1% 272 135.04 24,000
寧夏  . . . . . . . . . . . 3.52 0.3% 2.1% 559 164.34 26,080
新疆  . . . . . . . . . . . 12.79 1.2% 2.4% 586 541.88 24,842

西部地區. . . . . . . . 182.63 17.2% 2.3% 507 8,082.54 22,429

遼寧  . . . . . . . . . . . 44.27 4.2% 2.4% 1,012 1,827.83 41,782
吉林  . . . . . . . . . . . 17.84 1.7% 2.1% 649 857.71 31,232
黑龍江  . . . . . . . . . 27.14 2.6% 2.7% 708 1,023.50 26,715

東北地區. . . . . . . . 89.24 8.4% 2.4% 815 3,709.04 33,866

資料來源：中國保監會、中國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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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國壽險市場的主要參與者

截至2011年9月30日，中國經營壽險業務的保險公司共有61家（不包括中華聯合保險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壽險業務）。如下表所示，於2010年及2011年首九個月，按原保險保費
收入計算，前六大壽險公司合共分別佔據中國壽險市場約80.7%及80.8%的市場份額。我們
於2010年的市場份額為8.9%，排名第三，而於2011年首九個月的市場份額為9.7%，排名第
四。根據中國保監會公佈的數據，2010年及2011年首九個月，外資壽險公司在中國壽險市
場中分別約佔5.6%及3.7%的市場份額。

以下表格載列2010年及2011年首九個月中國壽險行業主要參與者按原保險保費收入計
算的市場份額：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1)

排名 公司 市場份額

1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7%
2 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1%
3 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9%
4 中國太平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8%
5 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3%
6 中國人民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8%
7 太平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1%
8 生命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9 陽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10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9%
合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

截至2011年9月30日止九個月(2)

排名 公司 市場份額

1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5%
2 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3%
3 中國太平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
4 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
5 中國人民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4%
6 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1%
7 太平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
8 生命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
9 陽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
10 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6%
合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

(1) 未經二號解釋調整。
(2) 經二號解釋調整。
(3) 中國人壽重組後，中國人壽保險（集團）公司成立，並保留了一部分中國人壽的保單。
資料來源：中國保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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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2010年中國壽險行業主要參與者在保險營銷員渠道按原保險保費收入計算的
市場份額：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1)

排名 公司 市場份額

1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2.7%
2 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9%
3 中國太平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
4 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1%
5 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
6 太平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
7 中國人民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8 美國友邦保險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
9 民生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10 合眾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6%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7%
合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

下表載列2010年中國壽險行業主要參與者在銀行保險渠道方面按原保險保費收入計算
的市場份額：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止年度(1)

排名 公司 市場份額

1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8%
2 中國人民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2%
3 新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2%
4 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
5 中國太平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3%
6 太平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7%
7 陽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8 生命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
9 中國平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
10 合眾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

合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

(1) 經二號解釋調整。
資料來源：2011年中國保險年鑒。

影響行業發展的因素

1. 經濟快速增長、居民收入不斷提高

1978年以來，中國政府實行了經濟改革政策並開放了市場，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穩
步發展。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國內生產總值以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快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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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2008年年底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導致中國的經濟增長有所放緩，但與其他大多數國家相
比，中國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較小，復甦速度也較快。

下表載列中國2001年至2010年間名義國內生產總值、人均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和壽險原
保險保費收入：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01–10
年均複合
增長率

名義國內生產總值
　（人民幣十億元）(1). . . 10,966 12,033 13,582 15,988 18,494 21,631 26,581 31,405 34,090 39,798 15.4%
人均名義國內生產總值
　（人民幣元）(1)  . . . . . . 8,592 9,368 10,510 12,299 14,144 16,456 20,117 23,648 25,541 29,669 14.8%
壽險原保險保費收入
　（人民幣十億元）(2). . . 142.4 227.5 301.1 319.4 364.6 406.1 494.9 733.8 814.4 1,050.1 24.9%

資料來源：(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2) 中國保監會。

從2008年至2009年，中國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9.0%，從2009年至2010年則增長
10.4%，同期，根據瑞士再保險公司發表的Sigma報告，整個亞洲分別增長2.6%和7.0%，日
本分別增長-2.6%和4.0%，歐洲分別增長-4.4%和2.1%，而美國則分別增長-2.6%和2.8%。
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2001年的人民幣8,592元增加至2010年的人民幣29,669元，年均
複合增長率為14.8%。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信息，2001年至2010年間，中國名義國內
生產總值的年均複合增長率為15.4%（經通貨膨脹調整後的實際年複合增長率為10.7%)。

在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帶動下，城鎮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家庭人均年收入均大
幅上升。2001年至2010年間，城鎮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年均複合增長率達12.1%，農村人均
年收入年均複合增長率達10.7%。

下表載列2001年至2010年間中國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城鎮），人均年收入（農村）：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01–10
年均複合
增長率

人均年可支配收入
　（城鎮）（人民幣元）. . 6,860 7,703 8,472 9,422 10,493 11,760 13,786 15,781 17,175 19,109 12.1%
人均年收入（農村）
　（人民幣元）. . . . . . . . 2,366 2,476 2,622 2,936 3,255 3,587 4,140 4,761 5,153 5,919 10.7%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2. 城鎮化程度不斷提高和高儲蓄率

中國國家統計局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統計結果顯示，中國城鎮人口比重已由2000年
的36.2%上升至2010年的49.7%。根據聯合國人口署統計，預計2050年中國城鎮人口比重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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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73.2%，即城鎮居民於2010年至2050年期間增加4.02億人。相比之下，於同期美國城鎮
人口比重將僅由2010年的82.3%上升8.1%至2050年的90.4%，而日本城鎮人口比重將僅由
2010年的66.8%上升13.3%至2050年的80.1%。

由於中國人口城鎮化不斷持續，城鎮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可能將更為強化。
而且，中國居民的消費觀念和習慣將隨著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推進而逐步發生變化。我們預
期消費者將更加關注自身的健康狀況和人生保障，因此對保險及其他金融產品的需求將會
進一步提升。

中國的儲蓄率也一直居於高位。該指標由2001年的37.6%逐年攀升至2010年的54.0%，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信息，該指標遠高於美國（2010年為11.6%）、英國（2010年為
12.4%）及多數其他亞洲國家，例如韓國（2010年為31.5%）和日本（2010年為23.8%）。根據
具有較高儲蓄率的發達國家的過往經驗，預期中國家庭將需要更多保險產品作為儲蓄配置
的一部份。

下表載列2001年至2010年間中國的儲蓄率變化情況：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儲蓄率（%）. . . . . . . . . . . . . . . . . . . . . 37.6% 40.3% 44.0% 46.8% 49.2% 52.3% 52.3% 53.7% 54.2% 54.0%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3. 老齡化程度不斷提高、中國養老金制度不斷完善

中國正經歷人口結構的重大轉變。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預期壽命由1990年的68.6

歲延長至2010年的73.5歲，而出生率由1990年的2.1%下降至2009年的1.2%。根據聯合國人
口署統計，中國65歲或以上人口的比重由2000年的8.0%上升至2010年的9.4%，而此百分比
將於2050年進一步上升至30.8%，即2010年至2050年期間65歲或以上人口增加3.01億人。

我們相信，由於預期壽命延長和出生率下降，勞動人口比例將降低，而隨著中國老齡
人口的增加，他們需要贍養的退休人員將不斷增加。我們認為這些現象會為保障型壽險和
年金產品帶來巨大的增長機遇。與此同時，中國政府正在設立更全面的養老金制度，當中
包括基本社會養老保險、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或企業年金），以及商業養老保險。這些措施
都將推動養老保險行業穩步的發展。

4. 中國醫療體制改革有助鼓勵商業保險的發展

中國正在推行醫療改革，將部分政府提供的醫療福利轉由企業與個人共同承擔。以中
國醫療體制改革為例，政府或國有企業一直以來向其員工提供的福利已逐步減少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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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醫療福利等。因此，中國國內對商業保險的需求很可能將逐步提升。世界衛生組織公
佈的數據顯示，中國私營保險佔私人衛生支出的百分比已經由2000年的1.0%上升至2009年
的6.2%。

2009年3月，國務院發佈了一系列社會醫療改革指引並推出相關的實施計劃。此舉有助
於鼓勵商業保險公司發展多元化的健康險產品及簡化理賠程序，為大眾的各項健康需要提
供更好的服務。同時，政府也支持保險公司參與基本的社會醫療保障服務，並對醫療機構
作出投資。除通過提供團體及個人保險產品以輔助醫療保障體系外，保險公司可以與醫療
機構合作，提供創新的醫療服務及醫療風險管理。

5. 政府對保險業的支持

2006年6月，國務院頒佈了《國務院關於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若干意見》）。根
據《若干意見》，中國將完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若干意見》鼓勵保險公司提供商業養老
保險、健康保險、責任保險等保險產品，以滿足不同收入水平和職業的城鄉居民的保險需
求。2010年10月，全國人大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並已於2011年7月1日起實
施，其中明確了社會保險制度框架。我們預期這些社會福利改革措施可增加對壽險、健康
險、養老金及其他相關保險產品的需求，並為中國人壽保險業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新機遇。

中國政府於2011年3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
綱要》（「十二五規劃」）中，對保險業的發展提出了以下目標：「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實現
制度全覆蓋，城鎮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人數達到3.57億人，城鄉三項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提
高3個百分點等。」我們相信這些指導思想、整體目標和主要措施，都表明政府將大力支持
保險業，這將為國內壽險產業帶來發展機遇。

6. 不斷完善的監管體系

保險行業在中國受到嚴格的監管。中國保監會於1998年成立，自此已頒佈多項規則及
條例，規範中國壽險公司和財產保險公司，以及保險中介機構的市場行為，以防止及管理
保險市場營運可引致的風險。

中國保險行業的法律法規體系主要由1995年頒佈的《中國保險法》和其他相關規章文件
組成，其中《中國保險法》於2002年和2009年修訂了兩次。中國正逐步建立起注重保險公司
的償付能力充足率、公司治理和市場行為監管的現代保險監管體系，並與國際接軌。中國
保險監管體系的逐步成熟和完善可能將敦促中國保險企業提升風險管理水平。

此外，2008年7月10日，中國保監會頒佈《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管理規定》以評估保險公司
的財務穩健水平，以便在一個合理的監管制度下為投保人提供更佳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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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6年起，中國保監會著重監管保險公司的公司治理、風險管理、內部控制及合規體
系等。中國保監會於2006年出台了《關於規範保險公司治理結構的指導意見（試行）》，2008

年出台了《關於規範保險公司章程的意見》、《保險公司董事會運作指引》，2010年出台了《保
險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管理規定》。

2009年《中國保險法》經過再次修訂後，對保險公司的關聯交易提出了更多的監管要求，
同時限制償付能力未達到監管要求的保險公司的相關經營活動，例如限制調整資本金、辦
理再保險、分紅及業務範圍等。2010年及2011年，中國保監會與中國銀監會加強了對銀行
保險業務的監管。有關中國保險業目前的監管詳情，請參閱「監管」一節。

行業發展趨勢

1. 客戶需求多元化帶動保險服務差異化

我們相信隨著收入的增長，中國壽險的客戶將日益關注自身的風險保障，同時對保險
產品的需求也日趨多元化。自2008年年底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市場對風險保障型和儲
蓄型壽險產品的需求持續增長，同時，中國保監會也鼓勵中國壽險公司調整其產品組合，
由投資型產品轉為風險保障型及長期儲蓄型產品。因此，根據中國保監會的信息，具有儲
蓄特徵的分紅型產品近年來佔比逐步提升，並於2011年前六個月達到中國壽險市場原保險
保費收入的91.6%；同時，根據中國保險年鑒，以原保險保費收入計，投資連結型產品及
萬能險產品佔比分別由2008年的5.9%和20.4%（未經二號解釋調整）下降至2010年的0.1%和
1.0%（未經二號解釋調整）。

下表載列中國保險市場於2008年、2009年及2010年各產品種類按原保險保費收入計算
的比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產品種類 2008(1) 2009(1) 2010(2)

傳統型壽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 10.5% 9.7%
分紅型壽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3.1% 66.9% 81.7%
萬能壽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4% 12.6% 1.0%
投資連結型保險 . . . . . . . . . . . . . . . . . . . 5.9% 1.4% 0.1%
意外及健康險 . . . . . . . . . . . . . . . . . . . . . 9.1% 8.6% 7.5%

合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0% 100.0% 100.0%

(1) 未經二號解釋調整。
(2) 經二號解釋調整。
資料來源：《中國保險年鑒》。

隨著中國保險公司近年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日趨成熟，產品開發及營銷策略已從以產
品為導向的策略轉為以需求為導向的策略，保險公司亦越來越關注對客戶分層管理。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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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公司也越來越重視對銷售團隊的培訓及發展，提高銷售團隊發掘客戶需求並提供個性
化的增值產品的能力。中國的保險產品客戶也日趨成熟，更為重視保險公司的服務。因此，
我們相信，有能力提供增值產品及綜合服務的保險公司將在未來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2. 養老服務需求增長潛力巨大

目前，中國的養老產業還處在一個比較初期的發展階段。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日趨明
顯，中國的養老和健康產業預期將面臨巨大的增長機會。根據聯合國人口署統計及預測，
中國2010年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9.4%，到2030年該比例將翻一倍達到
18.7%。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發佈的《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及聯合國發
佈的預測表明，預計在從1993年至2021年的28年內，中國65歲以上老年人佔總人口的比例
將從7%提升到14%，而發達國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時間。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統計，中國預期壽命由1990年的68.6歲延長至2010年的73.5歲。
儘管傳統上中國的老人與子女居住在同一住所且依靠子女養老，城鎮化的不斷提高使得越
來越多的老人與子女異地分居，因此更多的老人需要從傳統的居家養老逐步向機構養老過
渡。

面對這些趨勢，政府也正在積極出台各類養老服務相關政策，民政部於2011年2月發佈
《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十二五」規劃》（徵求意見稿），提出了建立起以居家為基礎，社區
為依托，機構為支撐，與人口老齡化進程相適應，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協調的社會養老
服務體系的目標，並表示要在2015年，基本形成健全的居家養老和社區養老服務網絡。我
們認為，隨著養老市場的不斷擴大，以及國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保險公司將在這一領域大
有作為。

3. 健康產業將進入快速發展階段

根據中國保監會統計，中國健康險原保險保費收入規模由2006年的人民幣377億元增
長至2010年約677億元，年均複合增長率達到15.8%。隨着我國居民收入不斷提高，對健康
的關注逐步增強，他們對健康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也將日益增加。與此同時，政府也正在穩
步推進醫療體制改革。我國衛生政策逐漸從以治療為主轉向以預防為主，以增進公眾健康
意識、培養健康生活方式為今後的主要目標。在這一政策引導下，健康產業將進入快速發
展的階段。

根據2006年國務院出台的《國務院關於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中國保監會將支
持保險業積極參與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建設，並鼓勵保險公司投資醫療機構。2009年出
台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明確鼓勵商業保險機構開發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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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消費者需要的健康保險產品，鼓勵企業和個人通過參加商業保險及多種形式的補充保
險解決基本醫療保障之外的需求。在現階段，雖然各類資本已開始快速進入健康產業，但格
局尚未形成，其中由保險公司直接經營的健康產業更是處於發展初期。我們認為，涉足健
康險產業可以使保險公司具備綜合的產品和服務組合從而更好的為客戶提供全面的服務，
因此保險公司將在未來健康產業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4. 分銷渠道日益多元化

目前國內壽險公司主要依賴保險營銷員、銀行保險及公司直銷等渠道來銷售保險產
品。近年來各類新型渠道如財富管理、電話營銷及互聯網銷售等不斷湧現。電話營銷及互
聯網銷售近年來的發展良好，而壽險公司一般通過電話營銷及互聯網銷售健康險、意外險
等較為標準化的險種。截至2010年年底，全國有超過30家保險公司進行互聯網銷售。除此
之外，部分保險公司也在積極探尋更加新型的銷售渠道，例如積極地與零售商、社會團體
及其他機構等合作，以待通過共享客戶資源拓展銷售空間。

5. 投資渠道不斷拓寬

2003年以來，中國保監會逐步放寬了對保險公司投資資金的監管要求，令保險公司能
夠通過拓寬投資渠道，實現投資多元化以提高投資回報並改善資產負債管理。

中國保監會於2003年出台了《保險公司投資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2004年出台
了《保險機構投資者股票投資管理暫行辦法》，正式允許符合條件的保險公司和保險資產管
理公司投資於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2006年中國保監會出台了《保險資金間接投資基礎設
施項目試點管理辦法》，2007年中國保監會等部委聯合出台了《保險資金境外投資管理暫行
辦法》。2009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中國保險法》進行修訂，首次允許中
國保險公司投資不動產。2010年7月31日中國保監會發佈的《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
調整保險資金投資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和同年8月31日，中國保監會發佈的《保險資金運
用管理暫行辦法》進一步放寬了保險資金的投資渠道。例如，中國保監會將保險資金投資股
票和股票型基金的上限比例提高至保險公司總資產的20%，並且允許保險資金投資無擔保
企業債券、基礎設施債權投資計劃、非上市股票、不動產及境外投資等新的投資領域。有
關保險資金投資的現行監管詳情，請參閱「監管 — 保險資金的運用」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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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國保監會不斷推進保險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多家保險資產管理公司相繼成
立。截至2010年12月31日，中國保險市場總共有九家中資保險資產管理公司和一家外資保
險資產管理中心。根據2011年中國保險年鑒，截至2010年12月31日，中國保險資金投資總
額為人民幣4.6萬億元，其中約80.1%為固定收益類投資，16.8%為權益類投資，資金運用平
均收益率為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