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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从日本寿险业的发展的盛衰变迁入手，指出日本寿险市场近几年来一直面临着严重的衰退，

并着重分析了导致其衰退的深层次原因。通过对中日两国寿险市场的基础条件的比较，提出我国寿险业界

着重开发新险种、适当放宽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进一步加强对保险公司的法人监管、资金的专业化管理、

建立健全保险业社团法人体系等诸方面的建议，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寿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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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寿险业的盛衰变迁 

（一）日本寿险业的鼎盛发展 

日本寿险业虽然起步较欧美稍晚，但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19 世纪 80 年代已成为世界

寿险业最发达的国家，上个世纪 90 年代市场规模一直居世界首位，但在 1999 年被美国超越，

屈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份额的 26.4％，相较排名第三的英国多出 2 倍多。目前，人寿保

险已经深入日本的国民生活，日本的人寿保险业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发达的阶段。1996 年，

日本寿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为 29.4 万亿日元，个人寿险新增加合同 1219.8 万件，当年市场上

的主要个人寿险险种及占新增加合同件数的比重为：终身保险附加定期死亡保险 23.1％；

疾病保险 18.0％；定期死亡保险 155.5％；两全保险 11.3％；终身保险 8.3％
①
。 

据日本生命保险文化中心 1997 年《全国寿险实况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国民的家庭投

保率为 93％，居世界第一位,投保件数为 4.9 件，投保金额约 1.3 亿日元(户均，下同)，年

缴保费 67.6 万日元，占年收入的 10.1％。2001 年度日本寿险收入占世界寿险总收入的

24.79%,占亚洲的寿险收入的 77.99%。2002 年，日本各保险公司的寿险保费收入已达到 255，

118 亿日元（合 354，553 百万美元），较 2001 年度减少 2.3％，但仍占整个日本保险业务总

额的 79.60％，全世界寿险份额的 23.08％，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2002 年度寿险承

保金额为 1675 兆 1817 亿日元,是日本国民净收入的 4.6 倍。2003 年，《全国寿险实况调查》

的结果是：日本国民的家庭投保率为 89.6%，仍居世界第一位，投保件数为 4.3 件，投保金

额为 4698 万日元,年缴保费 53.1 万日元,占年收入的 9.2%
②
。 

日本寿险市场（法定社会保险除外）主要由各家寿险公司（在日本，称为民间保险公司）、

邮政局和农协共济会经营。截止 1995 年末，这三者当年的保费收入分别为 30.8 万亿日元、

14.6 万亿日元和 3.3 万亿日元；其资产分别为 174.4 万亿日元、92.4 万亿日元和 9.3 万亿

日元。⑴目前，在日本注册的寿险公司共有 44 家，其中，相互公司 16 家，股份公司 25 家，

外国公司（实际上为分公司）3 家。这些公司中，有 11 家股份公司是财产保险公司根据新

保险业法于 1996 年 10 月以后成立的寿险子公司；⑵日本邮政局可以同时经营邮政、邮政储

蓄和简易保险。日本政府规定，日本邮政局经营的简易保险每人最高保额为 1000 万日元。
                                                        
①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网站（http://www.iachina.cn/index1.htm#）有关数据编辑整理获得，以

下如无特殊说明，均来自此处。 
② 注：全国调查的数据的是生命保险,简易保险,互助保险中的生命保险的合计;但是，上面提到的 2002 年度

数据只是生命保险的数据，不包括简易保险和互助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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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日本公众对邮政局经营寿险颇为质疑，认为邮政局同时经营邮政、邮政储蓄和简易保

险，造成保险成本不确定，实际盈亏状况不清楚，有靠税金支付保险金之嫌，这对民间保险

公司造成不公平竞争。目前，日本政府正考虑进行改革，将邮政保险私营。日本公众认为：

如果实现私营，成立专门的保险公司经营邮政保险业务，该公司一成立就有可能成为世界上

资产最大，但负债累累的保险公司。⑶农协共济会是日本寿险市场的另一个主要经营机构，

该机构类似于设在农村的保险合作社，其主要经营对象是农民且不得向社外成员经营保险，

其监管机构为日本的农业主管部门。 

（二）日本寿险市场面临严重的衰退 

1997 年 4 月 25 日，日本大藏省向日产生命保险公司发出停止营业的命令，同时指定日

本生命保险协会作为保险管理人，接管日产生命保险公司 ，实际上宣布了"日产生命"的破

产。这是日本寿险业战后 50 年以来的第一桩破产案。此后不久，总资产为 50980 亿日元、

排行第十位的东邦生命保险公司也陷入财务危机，被美国通用电器公司下属财务公司接管，

成立合资保险公司。尽管如此，也没能挽回其最终破产的命运。“保险公司不会破产”的神

话终于破灭，日本寿险公司持续多年的稳定局面终于被打破，此时正值日本政府倡导"金融

大改革"之时，保险公司经营及保险监管的种种弊端引起了日本政府以及全球保险界的密切

关注和高度重视。 

近几年来，由于日本经济前景黯淡，预测通货紧缩还将继续并可能伴随经济衰退，严峻

的形势对日本寿险公司经营增加了很大压力，希望下调在经济景气时期许诺给保单持有人的

保证收益率。近期日本七大人寿保险公司宣布，由于投资收益受股价暴跌与低利率的影响以

及客户的退保风潮，七大寿险公司 2002 年度的经营业绩继续恶化。在截止于 2003 年 3 月

31 日的 2002 年度内，七大寿险公司的利润下降了大约 6.7％，利润总额从 2001 年度的 4982

亿日元降到 2002 年度的 4650 亿日元（约合 39 亿美元）。这七大寿险公司分别是日本生命保

险公司、第一生命相互保险公司、住友生命保险公司、富士生命保险公司、朝日生命相互保

险公司、三井生命保险公司以及安田生命保险公司。自 1990 年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国内

由于利率降低、日元升值，日本寿险公司的经营环境逐渐恶化，表现为各寿险公司的利润降

低，合同解约增加，新的承保合同增长缓慢。尤其是从 2000 年至 2001 年，日本寿险保费收

入的增长率为负３．９％，比起呈现活力的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的人寿保险市场，其成

长的失速非常显眼。同时，保险的签约数也自１９９７年以来一直趋于下降，今后将随着少

子高龄化、经济发展基础环境的不断恶化，可以说日本的人寿保险业已进入衰退期。 

二、日本寿险市场衰退因素探析 

实际上，日产公司和东邦生命只是问题较早暴露的两家公司，只是日本保险业危机的冰

山一角，保费负增长、退保率攀升、投资收益下降、资产缩水等等，是所有日本保险公司普

遍面临的问题，也是日本保险业多年来盲目扩张、追求规模、过分依赖政府保护、缺乏富有

竞争优势的管理体制、缺乏透明的经营管理及财务制度结构、资金运用失败的必然结果。日

本的人寿保险市场之所以衰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1、追求高利率产品的规模扩张，造成经营成本增加及巨额利差损 

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各寿险公司经营的保险产品以固定利率的传统型产品为主。为了

在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日本公司一味追求规模扩张，造成高利率的个人年金产品和以获取

资金运用收益为目的的变额保险产品的过度销售。1987年日产公司的总资产为6964亿日元，

而 1989 年，其总资产扩张至 16270 亿日元，三年扩大了 2.3 倍，其中高利率的个人年金商

品占总资产的比重竟高达 49％。以往日本保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为 8％左右，但当经济泡沫破

灭、经济出现通缩后，日本进入低利率时期，包括日本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在内的金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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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收益率持续下降。保险资产的收益率也随着日本法定利率水平逐渐降低而下降，最终

造成日产公司年负利差达到 300 亿日元。 

 2、数额巨大的高风险投资造成资产运用失败 

我们以日产公司为例进行说明。由于保险经营中巨额负利差的存在，日产公司积极进行

海外投资活动，购买大量外国债券，由于 1993-1995 年，日元的大幅升值使得债券价值大跌。

日产公司进行的国内房地产投资也因泡沫的破灭、地价下跌而遭重创。日本股市也由于泡沫

崩溃而股指暴跌，日产公司所进行的股票投资陷入危机，同时，还面临资本严重不足的问题。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产生命有价证券损失 1493 亿日元，房地产投资损失 460 亿日元，股价

下跌也造成了巨额损失。当 1997 年日本股市跌破 19000 点并呈持续下降之势，日产的股票

投资最终宣告失败，并于 3 月底决算时有 1328 亿日元的持股损失。另外，日产生命还投资

外汇衍生商品和证券公司发行的与股票指数联动的债券，由于上述两项投资方式出现时间不

长，日本保险监管方面对这些新型资金运用方式没有具体规定限额，日产生命在这方面投入

了大量资金，也造成了巨额损失。其他各家人寿保险公司通过长期稳定的保费收入作为基金，

然后通过各种市场进行资金运用来获取收益。但 1990 年以后，资金运用的环境开始恶化。 

3．日本寿险市场固有制度下的失败 

日产公司的倒闭不仅打碎了日本保险公司“永不倒闭”的神话，也暴露了在“护航船队”

中掌舵的大藏省行政管理的弊端以及从日本金融体制上存在的本质性缺陷。日本战后采取的

经济管理模式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强调政府对经济的指导和保护。在这一体制下，各保

险公司处于严格的管制和保护之下，缺少经营自主权，保险商品没有特色，公司间的经营没

有差异，形成全行业的同一化。这一方面导致了即使是财务状况最为脆弱的保险人也能生存，

保险公司的竞争能力削弱；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保险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能就规模进

行拼争，由此造成了过度销售的局面。 

由于日本政府和金融企业间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使日本保险业与企业间的关系不同于西

方保险业的以保险基金形式进行的证券和实业投资，在日本，保险企业则是大量直接投资和

参股日本企业，被投资企业又大量购买该保险公司的保单。在一定时期两者的利益相互促进；

但时至 90 年代,日本经济持续滑坡，企业为降低经营成本，削减保险计划，而保险公司面对

不断的保费负增长，为维持公司的流动性，不断减持企业股份，进而导致企业保单的进一步

减少，形成恶性循环。 

4、与保费收入相关的社会、经济等环境上的变化 

  日本寿险业的衰退，既有整个社会环境的因素，也有经济环境变化上的原因，归纳起来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少子高龄化和人口的减少。少子高龄化会导致新签约数的减少和满期签约数的增

大；而人口减少则意味着市场缩小。 

   二是储蓄减少。根据日本总务省发布的“国民经济核算”中“家庭(包括个人企业)所得

支出情况”的资料，个人的储蓄倾向从 1990 年的 13.5％跌落到 2000 年的 10.4％，逐年递

减，到了 2003 年更是跌到不足 9％。相对银行存款而言，人寿保险是一种具有较高持续性

的商品，储蓄倾向的减少是导致保费收入减少的一个因素。 

三是寿险市场趋于饱和。1994 年是日本寿险业达到顶峰的时期，当时加入寿险的家庭

数为总数的９５％，2000 年下降为 91.8％，2003 年更是跌破 90％大关（为 88.9％），但仍

处于基本饱和状态。1997 年，平均每个家庭的年保费支出额为 67.6 万日元，达到历史上最

高水平。而到 2000 年则已减少到６１万日元，2002 年已降至 59.6 万日元，显然呈逐年下

降的趋势。就是拿保费收入来讲，2002 年寿险保费收入为 354 553 百万美元，比上年同比

减少 2.3％，而日本的财险市场却有小幅上扬，比上年同比增长 1.8％，这也从另外一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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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印证了日本寿险市场趋于饱和的事实。 

5、外资寿险公司的大举进入 

过去，日本保险业务备受大藏省的特别关注和保护。但随着日本金融体系改革的不断深

入，日本金融市场也逐步开放。1998 年 7 月，日本开始实施保险费自由化政策，这不仅改

变了日本寿险领域的经营环境，也使得寿险经营体制受到严重冲击。与此同时，许多欧美大

保险公司乘机大举进军日本保险市场，它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市场开发能力、高

超的营销策略和知名度，迅速占领日本寿险市场。一些外资保险公司通过 Internet，大力

推销保险费大大低于日本保险公司而各项服务毫不逊色的汽车、房地产等保险商品，直接威

胁到一些实力不强的日本保险公司的生存。 

三、日本寿险业的盛衰变迁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中日两国寿险市场的基础条件比较 

中国保险业目前所面临的状况与日本寿险业的危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譬如，寿险商品

成本过高、资金运用手段单一、资产收益没有保证、“利差损”倒挂现象严重，更为重要的

是，我国保险经营由于目前仍处于粗放经营时期，各保险公司为追求规模扩张而盲目竞争现

象严重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已成为各保险公司迫在眉睫的危机。因此，保险业的经营及风

险防范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日本寿险市场存在的危机为借鉴，加强研究对策更是刻不

容缓。 

（二）日本寿险业衰退的启示 

日本保险公司的频繁破产、倒闭既给我国保险业界敲响了警种，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有

益的借鉴。研究日本保险业的危机原因，对于中国保险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很好的警示

意义。从上面的分析可看出，中国从日本的失败中应得到的启示有： 

1、预防高利率产品的过度扩张，加强经营成本核算，使利差损降到最低 

我国目前许多寿险公司，尤其是新成立的中小型保险公司为了在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

采取粗放型经营方式，一味追求规模扩张，高利率的个人年金产品和以获取资金运用收益为

目的的变额保险产品的销售也曾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西方国家保险市场发展经验表明，保

险产品由保障型、储蓄型向投资型保险产品转型是适应金融市场竞争和客户金融服务需求的

发展方向的。投资型产品的推广，也有利于利率风险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间合理分担，尤其

是在利率持续走低的经济形势下，投资型产品还可以有效避免利差损的继续扩大。 

今后我国寿险业应注重新险种的开发，尽早实现保险产品的转型，市场开拓成本也需要

加以政策性的抑制。目前我国寿险市场正处于“粗放型”扩大时期，所需偿还的保险金期限

尚早，开拓市场的经费再大也不至于造成保险公司的破产。但是，十年后、二十年后市场趋

于成熟，需要开始偿还保险金时，资产规模变得很大的情况下再对成本进行控制恐怕为时已

晚。因此，在市场尚处于黎明期时，用相关政策来控制营业成本的增长，不至于造成保险公

司之间过度的竞争而无谓地浪费保险签约者的资产，这需要政策对行业进行引导。特别是导

入 Internet 系统，实现直接性的市场活动。保险网络营销与传统营销模式相比，具有多种

优势，如能降低经营成本、促进保险宣传和市场调研的电子化、节省管销时间等等。在日本

人寿保险行业，保险网络营销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的人寿保险行业也应该采用以丢舍

性为中心的市场活动，大力发展保险网络营销。 

2、适当放宽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对资产运用高风险投资实施严格监管 

目前，我国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方式为：银行存款、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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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保险法》第 105 条有明确的规定）。对资金运用方式的限定，目的在

于保证资金的安全性，但忽略了资金长期的增值能力。前些年，银行利率连续下调，造成保

险公司出现利差损或提高保费。因此，为了保障投保人的利益，以较大的保费获得较多的保

障，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适当放开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方式，但要警惕

高风险投资的出现，乃至杜绝。 

建议监管部门一方面可以采用比例限制的监管方法
③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保险监管都在

采用），在给予保险公司一定的经营灵活性和宽松的投资环境的情况下，对保险公司的投资

方向进行严格控制；另一方面也可根据保险资金不同的投资形式规定不同的责任准备金率，

在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的同时，提高资金运用的灵活性，也可起到限制其投资方向的作

用。具体的尝试操作为：⑴根据各家保险公司高利率业务量的大小直接或者委托成立基金管

理公司，将高利率业务实际准备金全部投入设立倒闭型基金，由证监会和保监会共同对基金

收益严格控制，将基金收益全部用于弥补利差损；⑵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保险基金投资于高风

险、高回报的行业，但必须加强适时监管；⑶允许保险资金直接投资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家

重点工程建设项目。 

  中国国内的资本市场尚未成熟，选择资产运用对象应慎之又慎。在选择不动产作为投资

对象时，中国的国土面积比起日本要大上几十倍，应充分考虑其影响。从结论上来说，日本

人寿保险公司经过几次错误后所选择的以国内外政府债券为中心作为资产运用对象，应该也

比较适合中国的保险公司。 

3．应对目前的保险监管体制进一步改进，加强对保险公司的法人监管 

日产生命保险等公司的倒闭，也暴露了日本金融体制和大藏省在行政管理上的弊端，其

保险监管工作过去主要集中在大藏省，通过改革，监管重心逐步转向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

监管并增加管理透明度。这种管理方式是同日本寿险公司采取总公司集权管理的模式相适应

的。为了适应我国保险公司在管理方式上的转变，我们也应加强对保险公司的法人监管，应

考虑将具体的行为规范工作交由各地保监局具体负责，中国保监会应集中力量健全对保险公

司偿付能力的监管，尽早建立完善的财务状况预警系统，在将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保险

公司的财务状况对外公开，加强公众对保险公司的监管。具体构想如下：首先应改变保险公

司业务及财务状况的不公开性，增加透明度，使其接受社会监督；吸取日本对寿险公司经营

失败的警戒与处置机制的经验，建立保护投保人利益的安全网，可以根据寿险公司按资产比

例交纳的基金份额，设立投保人利益保障基金；建立科学的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风险监测指

标体系，加强对保险公司经营风险的早期预警。 

4、警惕社会、经济等环境上的变化，促进保险费率市场化、自由化，适时调整保险产业政

策 

日本寿险业的衰退，有社会、经济等客观环境变化上的多方面原因，譬如，上文提及的

少子高龄化和人口的减少、储蓄减少、寿险市场趋于饱和等情况。而这些情况在我国却是反

其道而行之，至少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大可不必为此担心。但是，中国人口在未来几十年时间

里也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报告预测，到 2040 年，中国老年人总数将达到 3.97 亿，超

过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目前人口的总和。随着我国经济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人口老龄化时代也随之而来，届时也必将出现日本目前的许多境况。未雨绸缪，必须防患于

未然，警惕与保费收入相关的社会、经济等环境上的变化，相关政策必须适时作出一定幅度

的调整。中国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中国能否成为发达国家。据专家预测，

                                                        
③ 注：中国保监会发布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暂行规定》，自 2004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其中严格

规定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身份和比例限制，界定了业务范围和定位，明确了和控股母公司的利益分

配方式，确立了保监会的监管主体地位，为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规范运作奠定了良好的法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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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50 年，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 4.3 亿左右，占到总人口的 1/4 以上。这是一

种危机，应预先考虑到这种情况，制定相应的对策。首先，应考虑好合适的事业发展规模，

避免不必要的组织庞大化。其次，在保险公司设立认可时设置一定的基准，防止出现过多小

规模的寿险公司
④
。 

此外，我国保险业的费率，尤其是人寿保险预定利率的制定过去主要参照即期银行利率。

但随着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国的即期银行利率也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这样一来，人

寿保险费率就失去了直接参照系数。因此，保险业将不得不改变目前依据即期银行利率制定

保险费率的做法，保险费率的市场化成为大势所趋。我们可以将人寿保险、财产保险以外的

包括疾病保险、看护保险和意外保险在内的保险领域视为“第三领域”
⑤
，该领域应成为产

寿险公司的交叉领域，产寿险公司均可进入。目前我国已经放宽了产寿险的混业限制，允许

保险公司的混业经营，产寿险公司均可以以设立子公司的方式进入对方领域。 

5、我国寿险公司应积极面对“WTO 后时代”外资公司的大举进入，发挥本土优势 

截止 2004 年年底，我国加入 WTO 已整整三年，外资保险公司也在中国基本上享受国民

待遇。2004 年 12 月 11 日后，中国即允许外资寿险公司向中国居民提供健康保险、团体保

险和养老金/年金保险服务。在经营地域上，也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无限制开放。我国寿险

业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面对入世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当前最为紧要的问题就是立足我

国国情，充分发挥我们的本土优势，积极借鉴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进一步改善经营环境，

确保在以后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发展

我国的寿险市场。我们只有走国际化的道路才能迅速、均衡地发展我国寿险业，进一步为我

国保险业的“做大做强”提供强有力的后盾。我们在积极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

同时，适当选择国外保险公司进行股权合作，设立合资公司，以加快我国寿险业的发展。在

险种设计、销售、服务、资金运用等方面不断学习和改进，全面提升我国保险业的综合竞争

能力，化各种不利因素为“助推器”，在竞争中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发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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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commences from development and its present conditions of the Japanese life 

insurance market, points out that it has confronted a serious decline in the last few years, and 

emphasizes the analytical summary to cause deep reason that it decline. Then, according to conditional 

comparisons of the foundation between Japan and China in life insurance markets, we seek beneficial 

lessons and apocalypses to our country from it, and make suggestions for the life insurance industry of 

our country: emphasiz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nsurance, properly loosen the usage outlet of the 

insurance funds, further strengthen corporation supervision to the insurance company, and build up 

juridical association systems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Within the solution of the upper various aspects, 

further consummate the life insurance market of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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