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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81_AF_E5_87_8F_E7_c67_292798.htm 监管层考虑调整寿险

预定利率，不是没有原因的。从7月21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

币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以及自8月15日起，将储蓄存

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的适用税率调减为5%，这使得一年期

定期存款的税后利率由2.448%上升到3.1635%，这比寿险预定

利率2.5％还要高出0.66个百分点。 有市场人士透露，日前，

在保监会的一次内部研讨会上，监管层一直在讨论关于上调

寿险2.5％的预定利率事宜。目前已处在全面论证寿险费率改

革问题的最后阶段，对于如何调整寿险预定利率不久后应该

会有明确的说法。 预定利率面临调整压力 早在上世纪90年代

，国内寿险产品的预定利率曾一度超过8％。此后央行连续8

次降息，传统的高预定利率寿险产品产生了大量利差损失

。1999年，国家保险监管机构规定：保险产品预定利率不得

超过年复利2.5％。 而今年以来，随着央行多次加息，提高预

定利率的呼声日高，对此，保监会一直持谨慎态度。据了解

，目前保监会虽然已就“调整预定利率”达成共识，但对于

如何调整却仍举棋不定。“从市场层面来看，在加息减税的

影响下，像终身寿险、两全保险、储蓄型养老险等储蓄类产

品将受到比较明显的冲击。”长城人寿保险公司团险部李印

告诉记者，“同时，部分对收益率比较敏感的保险客户有被

分流的可能。” 而对于盛传的退保猜想，平安保险集团深圳

总部销售部毛女士告诉记者：“这种影响目前根本不大。”

在她看来，现在寿险产品结构大部分业绩来自于长期缴费的



长期寿险，客户投资主要是为退休以后的生活做准备，为自

己的子女储备一笔教育金。 “事实上，买保险不能与银行存

款相比，毕竟客户真正看重的是保障功能而非强调投资功能

。因此，加息减税，对固定利率的寿险产品销售的影响不会

立竿见影，但是从长远看，就比较难说了。” 可能一次性小

幅上调 目前，市场上盛传有两种解决方案备选。第一种是一

次性小幅上调预定利率，然后锁定一个较短的期限，比如5年

或10年。从较长周期来看，3.5％至4％之间的寿险预定利率比

较符合市场动态。事实上，从监管层的反应态度来看，这一

方案实施的可能性比较大。 另一种就是实施利率联动，即寿

险预定利率随银行存款利率而动，在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

率的基础上略有上浮，这样可保证寿险产品的优势。目前，

在欧美、日本等保险业发达的国家实施得比较多，各保险公

司可以根据自己的资产状况、经营及投资等情况，制定适合

自己的产品费率和手续费费率。 从技术层面讲，实现费率市

场化并不复杂。但是实施的关键在于，目前，保险公司的治

理结构是否完善？现在进行严格偿付能力监管的时机是否成

熟？倘若经营和管理能力不足，长期经营不善，出现偿付能

力的危机，最终可能导致破产。 记者在采访中央财经大学郝

演苏教授时，他表示，当前不适合实施利率联动。因为，当

前国内的实际情况是，银行本身也没有实现市场化的汇率制

，保险公司谈何实现联系利率制，保险公司也不可能脱离这

个大的金融环境而实施利率市场化的。 保险公司转战其他险

种 事实上，此次加息减税带给寿险公司传统产品保费收入的

挑战，远比整个2006年以及2007年上半年大牛市所带来的股

市分流压力要好解决得多。 接受过记者采访的信诚保险的一



高管就曾表示，对于目前传统寿险可能存在销售压力，他认

为这个影响是很微小的。“事实上，传统寿险卖不动，我们

就绕道而行，改卖投连险和分红产品。”他表示，在分红、

投连、万能等投资型产品中，投保人能通过个人投资账户分

享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另外，对于保险公司而言，通过经

营渠道拓展和创新，提升公司专业投资能力，来加大对客户

的投资回报。 市场的表现亦是如此，当前，平安、国寿在内

的很多销售主力已转移到万能险、分红险等市场上来了。这

些险种的最大特点就是，这种产品的设计和产品的结构，其

实是让客户分享公司未来经营的成果。 顾问支招 投保者盲目

退保非明智之选 传统寿险产品中的两全险、定期寿险、养老

年金险、终身寿险以及返还型的健康险，由于储蓄功能较强

，预定利率又局限在保监会规定的2.5%内，所以就显得不那

么“划算”了。 持有这类保险的投资者要不要退保呢？中意

人寿理财规划师王红竹认为：“盲目退保损失太大，特别是

前几年才投保的更不划算。” 她解释道，首先，退保会给投

保人造成经济损失。例如，保单在首年退保，投保人只能获

得所交保费约20%的退款，第二年退保仅能取回约40%的已交

保费。而且加上寿险越年轻购买的费率越低，退保后重新投

保，费率也随之提高，保费就越贵，因此不要轻易退保。 从

另外一个角度讲，保险应该是人们生活中的保障品，保证家

庭的资金流不发生中断，是人生财务规划中最基础的部分，

投保人应重视它的保障功能，而不是一味看重其收益。 “传

统寿险虽然受一点影响，但是保户更应看到它们的保障功能

。”她分析说，但对于新版的健康险、医疗险，由于以保障

类为主，对利率并不敏感，因此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和持有



。对于目前这种情况，她强调，如果是以投资为目的买保险

，持币待购尚可，但如果购险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保障，则大

可不必，应该及时购买。 市场影响 传统寿险受冲击 一般而言

，保险产品主要分为保障类、储蓄类和投资类。具体地说，

在加息减税的影响下，像终身寿险、两全保险、储蓄型养老

险等储蓄类传统保险产品将受到比较明显的影响。 据中意人

寿理财规划师介绍，由于目前市场上出售的传统寿险产品，

大多都是在一度降息至负利率时代的过程中设计出炉的，且

保险公司的预定利率上限为2.5％。因此，存款利率上升和资

本市场火爆，一定程度上能直接诱发投保人退保，变现资金

以购买其他收益更高的险种。 此外，加息减税对银保产品的

冲击也很大。“免缴利息税”一直是寿险银保产品的优势之

一，而随着利息税降至5％，银保产品的这一优势也不再明显

，使得销售面临的压力增加。 投连等不受影响 当下，尽管传

统储蓄型寿险市场受冲击较大，对于健康险、投连险、万能

险和分红险等保障类保险产品来说，基本不受影响。 加息无

碍投连险、万能险和分红险等产品的销售，主要是因为，这

一类产品能够把投资收益和投保人进行一定比例的分享，随

着今年收益率的提高，投连险、万能险和分红险产品也会取

得比较好的回报。 债市有望反弹 央行加息减税对债券市场而

言，是一个利好。因为市场对此政策早有预期，已经提前作

出了相应的调整，而且此次政策力度也不算很大，并没有对

债市产生太大的不利影响。相反，这正好给长期债券一个休

整的机会，有利于未来取得更好的收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