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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人寿保险行业市场竞争力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

十一章。首先介绍了人寿保险的定义、分类等，接着分析了世界人寿保险业的概况和中国人

寿保险业的发展环境， 然后重点分析了国内人寿保险市场的发展现状及养老保险、健康保险

、投资型寿险的发展。随后，报告对寿险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投 资参考分析，最后分析了寿险业的未来前景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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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2年末，我国寿险行业实现保费收入约11340亿元，同比增长2.73%。截至2013年末

，70家寿险公司实现保费1.07万亿元，同比增长7.86%。2014年上半年，寿险保费收入6687.26

亿元，同比增长20.35%。 

    从近几年数据来看，中资寿险公司保费占比几呈逐年小幅上升趋势。中国寿险业发展潜力

十分巨大。中国寿险市场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寿险市场之一，但与国际比较，中国寿险业无论

从保险深度、保险密度，还是保险业资产占金融业总资产以及家庭寿险支出占家庭金融总资

产的比例，都与国际水平有较大差距。因此我国寿险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蕴含着巨大

的发展潜力。未来数年我国经济仍会保持一个平稳较快的增长，由此判断，寿险业也将保持

较快发展。可以肯定，中国寿险业在未来数年仍将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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