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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寿险业发展较快，但寿险产品在家庭中普及率仍不高，需加强家庭购买

寿险的主动性。家庭财务脆弱性反映了家庭成员死亡前后消费水平的变动程度，

而寿险的主要职能是消除或减轻未来不确定性对家庭造成的经济影响，家庭财务

风险对寿险需求产生何种影响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居民家庭普遍面

临财务脆弱性，持有寿险的家庭对财务脆弱性的弥补效果较好。 

本文采用一个综合衡量家庭财务脆弱程度的指标，运用 2013年中国家庭金

融调查数据研究家庭寿险需求行为发现，家庭“是否”持有寿险受到家庭财务脆

弱性的影响，财务脆弱性每增加 1%，家庭购买寿险概率提高 0.4%。资产和收入

越多的家庭越会购买保险，年龄对寿险持有决策呈“倒 U型”，教育水平则体现

为“认知能力”和“门槛效应”；股票与寿险呈互补品，房产则挤出寿险。家庭

寿险支出也受到财务脆弱性的正向影响，但年龄和教育水平对寿险支出影响并不

显著。农村家庭寿险决策由资产水平和知识水平决定，保费支出则由收入水平决

定。进一步，家庭有负债时，财务脆弱性对寿险需求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购买

寿险概率提高 1.2%，保费支出也加大。有社会保障时，家庭财务脆弱性对寿险

决策促进作用有所减弱，但保费支出仍加大。最后，根据实证结论对家庭是否购

买以及购买多少保险给予一些建议，保险公司也可根据财务脆弱性指标开发规划

软件和系统，在开发客户时进行针对性问卷调查，促进寿险产品的普及。 

 

关键词：财务脆弱性；寿险决策；寿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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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life insurance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but life insurance products’ 

penetration rate is still not high, it needs to increase household initiatives to buy life 

insurance.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reflects the changes of consumption level 

before and after the death of family members, the main function of life insurance is to 

eliminate or mitigate economic impact of future uncertainty,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risk on life insurance demand is our problem. China's households generally face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the household who holds life insurance can deal with it better.  

I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We build a comprehensive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index， 

using 2013 CHFS data to study household life insurance demand behavior, We find 

that the household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influences household "whether" holding life 

insurance, every 1% increase in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life insurance purchase 

probability increases by 0.4%. High asset and income households buy more insurance， 

the impact of age is "inverted U", education level reflects the "cognitive ability" and 

"threshold effect", stock and life insurance are complementary, real estate extrudes 

life insurance. Household life insurance expense is also positively affected by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but the impact of age and education on life insurance is not 

significant. Rural household life insurance decision is determined by asset and 

knowledge level, and premium is determined by income level. When there is debt in 

household,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on life insurance demand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life insurance purchase probability increases by 1.2%， 

premium spending also increases. When household has social security,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on life insurance demand has weakened, but premium increases. 

Finall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conclusions, gives household advices on “whether” 

and how much to buy insurance, insurance company can base on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indicator to develop planning software and systems, design customer 

targeted survey to promote the popularity of life insurance products. 

 

Keywords: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Life insurance demand; premium sp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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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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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保险业也迎来了爆发期，截至 2015年，

我国保险市场位列第三，对国际保险市场增长贡献率达 26%，国际影响力和话语

权日益增强。判断一个保险市场的发展潜力，主要用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两个指

标，保险深度为地区保费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保险密度为地区内人均保费

收入，反映保险的普及程度和保险业的发展水平。截至 2015 年，我国的保险深

度为 3.59%，保险密度为 1766.49 元/人（271.77 美元/人），而全球保险深度为

6.2%，保险密度为 662 美元/人，发达市场的保险密度则高达 3666美元，我国与

世界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保险业在国民经济领域的覆盖程度仍较低，

居民家庭保险意识不强，运用保险保障机制的主动性还不够。要实现新“国十条”

保险深度达 5%，保险密度达 3500元/人的目标，必须加大居民购买保险主动性，

增加家庭保费支出，向保险强国迈进。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wind 

图 1-1 我国 1994-2015 年保险密度     图 1-2 我国 1994-2015 年保险深度 

 

 

表 1-1 各国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对比 

 

美国（2014） 日本（2014） 英国（2014） 法国（2014） 中国（2015） 

保险深度 7.30% 10.80% 10.60% 9.10% 3.59% 

保险密度（美元/人） 4017 4207 4823 3902 271.77 

资料来源：李忠献，中国保险报数据中心，http://xw.sinoins.com/2016-03/03/content_186564.htm 

数据来源: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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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保险业经营情况显示，全年原保费收入 242825194.6 万元，其中财

产保险占 32.92%，人身保险占 67.08%，人身险中寿险占 54.53%，是众多保险品

种中最重要的一种。2013年至 2015年，我国寿险业的年度增长率分别达 17.2%、

20.3%和 40.1%；截至 2015 年，我国寿险业总资产突破 10 万亿，保费收入 1.6

万亿，寿险深度达 2%，寿险密度达 1000 元/人。社会经济环境和人口结构的变

迁为寿险业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第一，城镇化进程加快，截至 2015

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 56.1%，预计到 2020 年将会超过 60%，农民进城以后对寿

险需求会加大。第二，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截至 2015年底，我国 60岁以上的

老年人口已达 2.12 亿人，占比 15.5%，人口老龄化趋势将会引领寿险产品新的

发展；第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提升，截至 2015 年底，城镇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 31195 元，收入效应将促进居民人寿保险需求和支出，保险增长空间大；

第四，保险消费观念在转变，特别是天灾人祸的不断发生，人们对于生命的保障

意识不断加深，保险产品需求面较好，面临较好的发展前景。同时，面对生活中

的各种潜在风险，仅仅依靠社会保障是远远不够的，社会保险保障范围广，缴费

低，赔付水平较低，只能保障人的最低基本生活需求，体现出“保而不包”的特

点。寿险作为社会保障有力的补充，可真正做到“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更

大程度的转移由于意外和疾病对于个人和国家安定和谐的风险。因而推动人寿保

险的覆盖率， 引导居民根据保障缺口补充人寿保险，加强居民家庭购买寿险的

主动性是保险业发展的重要一环。 

人寿保险以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被保险人将风险转嫁给保险人，接受保险

人的条款并支付保险费。人寿保险是对由不可预测的死亡风险所造成的经济负担

进行保障，其也兼具储蓄功能，保险期满仍生存的人按合同约定给予保险金。本

文就寿险对死亡风险导致的经济负担的保障作用为着眼点，张冀等（2016）1研

究表明，我国城市居民家庭普遍存在经济脆弱性且严重程度比较高，65%以上的

家庭经济脆弱性程度超过 20%，死亡风险引致的家庭消费波动较消费下降程度更

大，家庭应借助保险规避不可预测的死亡风险。而我国商业寿险保障水平却较低

（4.29%，CHFS2013），家庭对死亡风险的承受能力也较低。目前，我国家庭购买

保险盲从性较严重，缺乏保障的家庭没有购买保险，有些家庭又过度购买保险，

家庭面对死亡风险导致的经济负担是否与寿险相匹配？寿险是否是规避死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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