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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身保险业经验生命表（以下简称“生

命表”）是基于大量实际数据编制而成的统计

工具，它记录了一定数量的人口从出生（或特

定年龄）开始，直至全体人口离世为止的生存

与死亡情况，客观地反映了特定人群的死亡规

律。生命表是寿险精算中产品定价时重要的数

据参考依据，对于保险产品的设计、定价、责

任准备金评估、现金价值计算等方面具有重要

意义。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以及医疗技术的不

断进步，许多疾病的治愈率得到大幅提升，人

们的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也不断提高，人口的

预期死亡率呈现下降趋势。为了科学反映当前

人口的生存和死亡状况，生命表的数据需要进

行阶段性的更新。

生命表的演变历史伴随我国当代保险业的

发展，自 1996 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第一张生命

表以来，大约每十年就会推出一版新的生命表。

生命表的定期更新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

实际情况，为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

依据。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保险市场刚刚起步，

缺乏系统的人寿保险数据，为了规范保险市场，

中国人民银行统计了 1990 年至 1993 年的寿险数

生命表的经验数
据可以客观地反
映我国人口发展
现状，生命表的
更替直接关系到
死亡率的变化，
会影响以人的寿
命为保险标的的
保险产品定价，
包括寿险、年金
险等。

据，于 1996 年颁布了我国第一张经验生命表《中

国人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1990-1993）》，第

一版生命表的发布为保险产品的定价提供了有

力的数据支撑，促进了中国保险市场的规范化

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结

构和健康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死亡率下降，

预期寿命有所延长，为了更准确地反映这些变

化，原中国保监会统计了 2000 年至 2003 年的寿

险数据，于 2005 年发布第二版生命表《中国人

寿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00-2003）》，进一步

提高了保险产品定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2010

年至 2013 年期间，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医疗条件显著改善，人均预期寿命进一步延长，

为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促进保险市

场的多元化发展，2016 年原中国保监会参考 1.8

亿人口、3.4 亿张保单的实际出险数据，发布了

目前行业正在使用的第三版生命表《中国人身

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10-2013）》。

近年来，伴随我国人口老龄化、长寿化的

趋势，预期寿命再次提升。同时，保险行业统

计技术和精算方法近年来不断完善，生命表的

编制有了更完善的数据基础和技术支持。为了

进一步助力我国寿险业精算定价的科学发展，

生命表作为人身保险产品定价的基础核心数据，对于产品价格产生直接影响，关系到保险消费者
的切身利益，也是寿险风险管理的重要依据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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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版生命表发布在即，
市场消费端和险企经营端如何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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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算师协会向各保险公司和再保公司下发

《中国人身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23）（征求意

见稿）》，由此正式启动了第四次生命表修订。

第四版生命表的征求意见稿，包括 3 张全国经

验生命表、3 张大湾区专属经验生命表以及 1 张

单一生命表。第四版生命表基于更加科学的经

验数据判定，与我国国情相适应，充分体现我

国的长寿风险，正式发布投入使用后，保险产

品的定价将更加合理，有助于促进市场公平竞

争，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保险市场未来长久

可持续发展。

产品定价调整
生命表的经验数据可以客观地反映我国人

口发展现状，生命表的更替直接关系到死亡率

的变化，会影响以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产品定价，包括寿险、年金险等。具体体现为

如下特征：

一是死亡发生率下降。此前征求意见稿发

布的死亡发生率相比目前行业使用的第三版生

命表数据，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以养老类业

务生命表数据为例，购买养老保险的主力中年

客群（30~45 岁）死亡率的降幅，男性的均值为

10% 左右，女性为 23% 左右。死亡率的下降是

目前经济水平变化、医疗水平提升、生活条件

改善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是预期寿命有所提升。例如养老类业

务，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分别为 84.96 岁（男）和

90.58 岁（女），相比目前第三版生命表的预期

寿命（男 83.13 岁和女 88.13 岁），男性提升 2

岁左右、女性提升 2.5 岁左右。

三是经验数据体现地域差异化。第四版生

命表征求意见稿首次引入了大湾区专属经验数

据，单独建立了大湾区生命表，能够为大湾区

居民更精确地评估风险并进行产品定价，实现

精准个性化的保险产品供给。并且，相比于全

国生命表数据，大湾区生命表死亡率更低，未

来产品定价更能凸显地区特点。

生命表调整有可能对未来的保险产品价格

造成多方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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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类业务：第四套生命表（征求意见稿）与第三套生命表的预期死亡率降幅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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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中国人身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10—2013）》养老类业务表（CL5、CL6）、
《中国人身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23）（征求意见稿）》养老类业务表男女表（CL3）的数据测算。

                           ＞ 信息来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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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死亡率降低，以身故保障为主的

定期寿险、终身寿险等产品的价格可能会降低，

尤其是定期寿险降幅明显，可达到 20% 左右。

这是由于死亡率下降，预期寿命提升，身故赔

付责任滞后，当其他因素（预定利率、预定费

用率）不变时，保费即存在一定的下降空间。

另一方面，预期寿命增加，以生存为给付

条件的年金类产品价格有可能提升。从保险公

司的角度来看，被保险人的生存期拉长，需给

付的年金增多，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保

费或上涨；预期寿命增加，被保险人带病生存

的几率增大，随着年龄增长，患病风险升高，

重疾险的赔付率随之提升，纯重疾险（不带身

故责任）产品价格可能上涨。

产品价格的变动将直接影响消费者的保

障配置决策，也为整个寿险市场经营带来新的

变化。比如，生命表的调整可能有效刺激定期

寿险的市场需求，而年金类产品涨价伴随预定

利率下调，可能导致消费者选择其他财富管理 

工具。

而基于大湾区生命表的定价特点，可能会

导致跨区投保现象出现，例如，大湾区的消费

者可能会在大湾区之外的地区投保年金类产品，

其他地区的消费者会选择在大湾区投保寿险类

产品，以降低保费成本。为了维护稳健的市场

发展，险企应引导消费者理性看待新生命表对

保费的影响，结合自身需求和财务状况，选择

适合的保险产品。

应对“长寿风险”
实际寿命高于预期寿命，对养老金体系造

成的支付压力，被业界称为“长寿风险”。对

保险行业来说，“长寿风险”不仅影响退休后

养老金待遇保障水平的充足性，也会影响保险

机构研发终身型金融产品的积极性，还将影响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险企需要重新

评估和管理“长寿风险”，迎接资负两端和风

险管控的挑战。

一方面，负债端压力增大。死亡率下降导

致年金类的产品支付期限延长，险企需要承担

长寿风险不仅影
响退休后养老金
待遇保障水平的
充足性，也会影
响保险机构研发
终身型金融产品
的积极性，还将
影响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的可持续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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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类业务：第四套生命表（征求意见稿）中大湾区与全国地区预期死亡率降幅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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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中国人身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23）（征求意见稿）》养老类业务表男女表（CL3）、养老类业务表男女表（大湾区专属参考）
（CL6）的数据测算

                           ＞ 信息来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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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长时间的财务责任。比如养老年金类的产品，

年金给付期可能从原本的 20 年延长至 30 年甚

至更久。为了应对更长时间的保险资金支付需

求，险企需要储备更多的资金，在投资端寻求

更为长期的优质资产，调整资产结构；而“长

寿风险”导致保险公司的负债期限延长，但市

场上超长久期的资产相对短缺，难以找到与负

债期限相匹配的资产。此外，在低利率环境下，

长寿风险所带来的支付缺口可能进一步放大，

险企的实际利润将进一步压缩，需要谨慎预判

利率风险。另一方面，险企缺乏有效的风险管

理工具，风险管控的难度加大。目前，长寿风

险债券、死亡率证券化等风险工具不健全，传

统的再保险方案在分散长寿风险方面效果有限，

且再保险市场发展受限，难以承担累积的系统

性长寿风险。

为了应对上述风险和挑战，险企需注重采

取有效的管理手段化解长寿风险。

一方面，寿险产品和年金产品对死亡率变

化呈现相反的风险敞口特性，形成自然的长寿

风险对冲关系。对于险企而言，需要有效利用

产品的风险对冲关系，根据新的风险特征在产

品端推动产品结构调整，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

长寿风险。在经营“寿险 + 年金”的产品组合

时，不同的产品预定利率、被保险人的年龄差异、

保险年限等因素，对于风险对冲的效果有十分

显著的区别，保险公司需重点关注。

另一方面，在资产管理方面，应注重优化

资产配置，拉长资产久期，增配长期债券，降

低资产负债错配风险；加强对利率中长期趋势

的研判，确保资产端收益能够覆盖支付端需求；

优化权益类资产结构，分散投资风险，增加流

动资金。

同时，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引入死亡率证

券化机制，利用证券化的方式进行风险转移，

将长寿风险转移给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的投资者。

同时，加强精算与技术应用利用死亡率预测，

科学准确识别长寿风险，明确未来需要应对的

负债现金流，提前做好筹划。  

（作者供职于英大泰和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不同业务类型下各版本生命表平均预期寿命对比

平均预期寿命 非养老类业务 养老类业务

第三套生命表 征求意见稿 第三套生命表 征求意见稿

一表 二表 一表 二表

男性 76.42 80.35 78.43 82.08 83.13 84.96

女性 81.71 85.44 84.53 87.89 88.13 90.58

男女差距 5.29 5.09 6.10 5.81 5.00 5.62

                           ＞ 信息来源：作者提供

注：根据《中国人身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10—2013）》非养老类业务（CL1、CL2、CL3、CL4）、养老类业务（CL5、CL6）、 
《中国人身保险业经验生命表（2023）（征求意见稿）》非养老类业务（CL1、CL2)、养老类业务表男女表（CL3）的数据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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