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辆增加引发交通事故的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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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寿保险市场产品的变迁 

---系列 3: 经济高速增长期--- 
 

    日本经济从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初,进入到高速增长期。这期间经济

实际年均增长率约为 10%,特别是

1966 年至 1970 年, 众所周知的伊奘

诺时期(Izanagi Boom),增长率达到

了 11.8%1。人均 GDP 从 1966～1970

年翻了一番, 从人均不足 500美金增

加到 1,000美金,在 1973年达到人均 

3,000美金。      

     因此,日本国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规模提升。家用电器如:电饭煲,洗衣机,

冰箱等的普及,对女性走入社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私家车得到普及,特别是 1964年放松了对海外旅行的

管制,去海外旅行的日本人不断增多。 

    然而,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和

问题,如快速的都市化,不仅使人口集中在大城市,其

他地区人口逐渐减少,导致世代同堂的习俗难以为继,

出现了小家庭化。另一方面,从 1960 年代起,65 岁以

上的人口比也急剧增加。例如,1960年较 1950年增加

了 0.7%,达到 5.7%,1970 年增加至 7.0%,1980 年持 

续增加至 9.1%。 

    此外,私家车的日益普及,导致交通事故的数量 

迅速增加。例如,交通事故死亡人数,1961 年达到 

14,548人,是 1960 年的 2倍以上。且从 1960年代开 

始, 环境破坏及污染问题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开始浮出水面,并成为严重的社

会问题。在 1960和 1970年代,许多与环境污染有关 的健康问题的诉讼被提出。 

    不用说,个人与企业面临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变得相当多元化且不断增加。

为了满足顾客的多样化需求,保险公司开发

了许多新的保险产品,并对现有产品进行改

造。例如,所有的人寿保险公司从 1964 年 4

月开始,提供针对所有险种产品附加意外伤

害保险的特别条款,可以涵盖大部分的事故

和灾害的保障责任。基本上所有公司都按照

统一内容设计该项特别条款。          

东海道新干线运行纪念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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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1964年)开幕式入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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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定期保险特约的两全保险产品 
(出处:«明治生命 110年史»,第 145页) 

此外,1969年 2月,所有保险公司针对私家车

普及,交通事故多发,保险需求增加的情况,推出

了保障交通事故导致伤亡责任的附加意外险产品。

另一个回应社会需求的专门产品--海外旅游人身

保险,于 1966 年 9 月推出,主要是为了满足 1964

年海外旅游管制的放开和海外旅游人数的快速增

加。 

    另一方面,尽管国家养老保险法在 1961 年 4

月起生效后,虽然国家养老保险制度在不断筹备

建设中,但追求养老保障金的养老保险也求日益

增长。特别是企业年金保险, 被看作是应对高速

经济增长的劳动力不足,确保充分劳动力或高素质劳动力的重要手段。相反,至

1980 年代中期,个人年金保险市场仍很低迷, 虽然所谓的养老保险产品迅速增加,

一般投保人的养老金是以附加条款的年金方式支付。 

    在个险方面,尽管客户需求渐渐从生存保障金变换到死亡给付金,但是,1960

年代的主打产品依然是两全产品。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保险公司开发了附加定期保

险特约条款的两全保险产品,投保人可以有更多的选择,通过附加条款获得生存保

障和死亡保障的最完美组合。这类产品最早由日本生命(Nippon Life)在 1959年 7

月开发,命名为‘生活保险’,1960年代后期在行业推广开来。 

    此外,在养老保险方面,储蓄型产品最受

欢迎,当时 

主要由中小型人寿保险公司销售。青少年保

险是第二受欢迎的养老保险,这种保险满足

了教育经费增长的需要,因为许多公司在经

济快速发展时,将更多的关注放在大学教育

背景和相关资格上。这种保险最大的进步是

被保险人进入初中,高中或大学时,都能得到

一份礼金给付。 

                                                                          

 

 

---------------- 
1更确切地说,这期间是指 1965年 10月至 1970 年 7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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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