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22年中国人寿保险市场

分析及投资策略研究报告



一、调研说明

　　《2017-2022年中国人寿保险市场分析及投资策略研究报告》是艾凯咨询集团经过数月的

周密调研，结合国家统计局，行业协会，工商，税务海关等相关数据，由行业内知名专家撰

写而成。报告意于成为从事本行业人士经营及投资提供参考的重要依据。

　　报告主要可分为四大部分，首先，报告对本行业的特征及国内外市场环境进行描述；其

次，是本行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市场供需状况及竞争格局从宏观到细致的详尽剖析，接着报

告中列出数家该行业的重点企业，分析相关经营数据；最后，对该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投

资风险给出指导建议。相信该份报告对您把握市场脉搏，知悉竞争对手，进行战略投资具有

重要帮助。

官方网址：   https://www.icandata.com/view/285157.html

报告价格：   纸介版9000元    电子版9000元    纸介版+电子版9200元

订购电话：   400-700-0142  010-80392465

电子邮箱：   sales@icandata.com

联  系  人 ：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观。

https://www.icandata.com/view/285157.html


二、摘要、目录、图表

　　人寿保险是众多保险品种中最重要的一种，它以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以生死为保险事

故的保险，也称为生命保险。人寿保险是为千家万户送温暖的高尚事业，人寿保险作为一种

兼有保险、储蓄双重功能的投资手段，越来越被人们所理解、接受和钟爱。人寿保险可以为

人们解决养老、医疗、意外伤害等各类风险的保障问题。  

　　中国寿险业过去10年年均复合增速高达24%，人身保险公司保费收入由1999年的872亿元

，增加到2012年的9958亿元。2012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寿险市场。2014年，中国寿险公

司原保险保费收入12690.28亿元，同比增长18.15%。寿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10901.69亿元，

同比增长15.67%；健康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1587.18亿元，同比增长41.27%；意外险业务原

保险保费收入542.57亿元，同比增长17.61%。2013年8月5日，普通型人身保险（包括人寿险、

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费率改革启动，长达14年之久的人身险2.5%预定利率上限从此成为历

史。2015年2月，保监会官网发布《关于万能型人身保险费率政策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放

开万能险人身保险的最低保证利率。万能险完全市场化后，最低保证利率有望从现有的2.5%

提高到3%至3.5%。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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