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人寿保险市场的产品变迁 

---系列 2: 重建和恢复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人寿保险公司在产品设计方面拥有较大权限。随着战争的

延续,针对资产管理及产品开发等保险业务的管控越来越严。例如，尽管事实上，

由于战争的死亡或受伤，通常是属于保险合同的免责条

款，但从 1943 年 4 月起，监管当局要求完全无条件的

支付保险金，而且不增加保险费率。 

    同时,保险公司被强制开始销售由监管部门 1943

年 6月设计的，所谓爱国的人寿保险产品——“兴亚保

险”。除了极少数公司如第一生命(Dai-ichi Life)外,

大部分公司从 1943 年 9月开始销售该商品 1。有关兴亚

保险产品的显著特点是,民营的保险公司首次被允许销

售无需体检的寿险产品,设计该项产品的理由,被认为

是为了简化办事程序，解决劳动力不足,尤其是核定医

师不足的问题。 

在战时形成的诸如产品标准化的保险监管框架,基 

本上延续到 1990年代中期。二战以后发生的通货膨胀 

及日用品物价的暴涨，造成经济严重衰退,保单被解约及失效的情况也显著增加。

另外,由于战后发生的巨额保险金支付及海外资产的流失,很多人寿保险公司陷入

财政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为了重建保险业界而推出了几项政策。 

第一,为了应对人寿保险公司的成本支出的急剧增加,由监管部门主导,在

1946年 4月及 11月分别上调了保费，分别被称为标准保费及临时保费。这意味着

统一保费费率体系的确立完成，后来形成了 1947年 1月被所有人寿保险公司采用

的官方保费费率。 

第二,监管部门要求人寿保险公司

开始销售定期保险。尽管战前时期其

销售业绩不佳，正如我们在之前的报

告中提到的那样。其背景是，两全养

老保险产品仍然是大多数公司的主

营产品，但是因其费率高,在日本经

济严重萧条时阻碍了消费者的购买

欲望。因此，大多数人寿保险公司

1946年起开始定期保险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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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无需体检的月付人寿保险及团体定

期保险的法制松绑,分别于 1946年和 1947年施

行。前者保险产品,在 1946年 10月简易人寿保

险法得到部分修正之前,都被国有的邮政保险

公司垄断。后者保险产品,在 1947 年 4 月反垄

断法实施之前,由日本团体人寿保险公司 2作为

专营企业合法经营。上述法规松绑后的市场,由

明治生命(Meiji Life)率先于 1948 年进入,大

多数人寿保险公司于 1951年底陆续参与 3。 

   另外,一些储蓄型保险产品在 1946 年至

1949 年的高通货膨胀时期，受到高度关注，大

约有 5 家公司甚至把这类产品作为其主要产品

之一 4。在 1950 年代中期, 随着通货膨胀的结

束, 经济开始复苏，‘特需’热潮席卷日本后，

储蓄型保险产品渐渐失去人气 5。同时，厚生省 

在 1954年 11月公布了死亡率下降的新生命周期 

表。由此保险公司在 1956年 4月将保费下调, 许多新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但是,一家公司想通过产品差异化战略来追求与其他公司的不同是不可能的。

因为当时的人寿保险公司虽然有权利决定其公司的主打产品及产品的种类结构,

但标准化的保险费率及产品设计受到监管部门严格的管控。不用说,这样的监管制

度由于市场规模的原因对大型人寿保险公司是有利的。大公司和中小公司间的差

距日益扩大，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尤其是监管部门。 

                                                                待续 

 

------------------------------------- 
1第一生命拒绝销售“兴亚保险”是因为担心承担保险的风险。 
2日本团体人寿保险是 1934 年 9 月设立的国内人寿保险公司。至 1947 年 4 月为止

将其特化为团体保险。 
3第一生命从 1947年 9月起开始销售其公司最初的无需体检的保险产品。 
4所有中小型人寿保险公司。 
5
这个热潮是由于朝鲜战争(1950年 6月-1953 年 7月)引起的。 

 

 

※以上,是根据姜英英女士(一桥大学商学博士)的英文版论文,由本财团译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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