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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定价的基本概念 4.1.1 定价原则 ①充足性原则.②合理性原

则.③公平性原则.④可行性原则.⑤稳定性原则.⑥弹性原则。

4.2 寿险定价方法 4.2.1 净保费加成法 优点：①只进行有限的

计算，给定了基本假设时，费率容易计算. 缺点：①与利润联

系不紧密，没有表明每个保单年度利润的变化.②由于寿险合

同有比较复杂的保险金给付，要求使用变化的利率和利润附

加，所以该方法计算极其复杂.③对于新型险种，该法不适用.

④此方法也不能让保险公司以此为依据确定某些问题，如新

业务对公司资本的要求，新业务的增长对公司总体偿付能力

造成的影响.⑤通常采用较为保守的假设，制定的费率偏高。

4.2.2 资产份额法 优点：①各保单年度的保费、给付额、利率

、贴现率都可以不同，保险人的自由度较大.②保费直接与利

润挂钩，有利于保险人管理.③能用于利润测试，从而增加保

费的适应性.④具有模式化的特点，保险人可以编制计算机程

序，让总保费计算和保单测试自动进行.⑤为每份保单建立独

立帐户，符合新型险种的需要。 缺点：①对于投资问题与保

费以及公司利润目标的关系不能直接给予反映.②不能反映投

资信息情况.③无法给出合理的投资决策结构。 4.2.3 宏观定价

法 宏观定价法的特点：①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价格.②给

出一系列价格，选出使得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和销售量，得到

最优价格.③不把非边际费用列入分析，只考虑边际费用。 宏



观定价法的一般过程： ①确定产品参与市场竞争时所具备的

特点. ②确定产品的至少四种不同的价格体系，其中应有一种

与业务部门的期望相同，一种与市场上已有的类似产品价格

体系相同，第三种比业务部门期望的价格高，第四种比业务

部门期望的价格低. ③将设计产品的性能、用途等与市场已有

的类似产品进行比较. ④确定每单位的边际费用. ⑤确定不同

的佣金制度体系. ⑥预测将来的业务进展情况，对销售量与年

龄分布以及在产品寿命期间销售情况做出假设. ⑦确定与每单

位产品无关的边际费用，估计产品的开发费用、管理费用等. 

⑧建立预测模型，建立产品价格、销售量、佣金矩阵，计算

每一种组合的相应利润，并确定最小利润目标. ⑨召开业务部

门、精算部门、管理者三方面会议，进行决策，决定产品的

价格和佣金。 优点：①能够最大程度上使产品的价格达到最

优，保证公司的安全运行.②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业务部门和

精算部门之间的冲突，使它们的利益趋于一致。 缺点：①实

施比较困难.②销售量难以预测，还受到寿险业组织结构的影

响，销售指标很难分解下去。 4.3 定价的各种假设 ⑴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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