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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1/2021_2022__E7_B2_BE_

E7_AE_97_E8_A7_84_E5_c50_631555.htm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

持续增长，保险市场发展迅速，国内各家寿险公司在保险产

品方面不断推成出新，自1999年以来，投资连结保险、分红

保险、万能保险等新型寿险产品竞相亮相，并都在寿险行业

占据了一席之地。其中，短短数年间，分红保险已俨然成为

市场上的主导产品，2002年，其1121.7亿元的保费占整个人身

险保费收入的49.3％，占新型寿险保费收入的份额超过90％。

但是，在各家寿险公司各显神通，纷纷推出新型产品的同时

，也有一些不规范的行为伴随而来：比如，红利示例缺乏统

一的标准，某些宣传存在误导；健康险销售过分注重分红水

平，背离了产品的基本功能；等等。这些现象或多或少影响

了消费者权益，究其原因，部分可以归咎于整个寿险行业对

新型产品实务操作缺乏统一的认识，导致各寿险公司在产品

设计，盈余分配等精算问题处理上相差较大，不利于我国保

险市场的规范和良性发展。 鉴于此，保监会多次表示，出台

“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精算规定”刻不容缓。今年年初向各家

寿险公司下发的《人身保险新型产品精算规定(草案)》，揭

示了保监会监管新型寿险产品的思路，即通过明确精算规定

，以引导产品设计，规范保险市场，保护消费者权益。 最近

欣闻《个人分红保险精算规定》、《个人投资连结保险精算

规定》、《个人万能保险精算规定》已正式出台，并将于今

年7月1日起执行。新精算规定涵盖内容广泛，在产品设计、

定价、盈余分配、费用收取、准备金评估等方面对寿险公司



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和指导。在《规定》出台之前，各家寿险

公司处理精算实务依据的是保监会1999年颁布的90号文。随

着新型寿险产品的相继涌现，出现了许多崭新的精算实务领

域，继续沿用主要针对传统寿险产品的90号文在某些方面显

然已不合时宜。新型精算规定的应时出台无疑填补了我国保

险监管方面的空白，不仅可以促进寿险公司的稳健经营，还

有助于减少乃至杜绝不规范的市场行为，进一步维护广大消

费者的权益。 下面以《个人分红保险精算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为例，谈一谈新型精算规定对寿险行业的具体影

响和意义： （1）明确产品设计范围 《规定》明确了分红保

险设计的适用范围是终身寿险，两全保险和年金保险等储蓄

功能明显的产品类型，以保障为主的产品，诸如定期寿险、

健康保险等都不在适用范围之内。这将使健康保险的销售更

符合产品的设计初衷，回归保险的本质，净化销售行为。 

（2）提高保单最低现金价值 保单最低现金价值是保险客户

退保时可以得到的法定最低标准，也就是说客户实际拿到的

退保金不能低于该标准。与99年90号文相比，《规定》调高

了保险期限较短产品的保单最低现金价值标准，并对现金价

值的计算方法予以更清晰的描述。 现金价值是与保险消费者

密切相关的一项权益，《规定》的实施提高了保单最低现金

价值标准，统一了各寿险公司对计算方法的理解，这些都切

实维护了消费者的利益。 （3）规范盈余分配盈余分配可以

说是分红保险的核心内容。在《规定》颁布之前，由于缺乏

系统的监管规定，各寿险公司在盈余分配上有较大的自由度

与灵活性，这有可能导致一些不良的后果，比如：分红水平

的相互攀比与恶性竞争，扰乱寿险市场秩序，影响公司偿付



能力等。 《规定》颁发后，对红利分配原则，红利分配方式

，以及红利计算方法等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规定，统一了认

识，规范了实务操作，以利分红保险业务的稳定发展。 （4

）改进法定责任准备金计算方法 《规定》对现行法定责任准

备金计算方法进行了改进，与国际通行标准趋于一致，使其

对寿险公司评估的监管更加科学、合理，这也体现出我国监

管制度的不断完善，监管水平的不断提高。 新型产品精算规

定从讨论到最终实施，历时一年有余。这些规定是根据我国

寿险业发展状况和监管要求，在研究和借鉴国外相关规定，

广泛征询业内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台的，必将对我国保险业

的健康持续发展产生积极地促进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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