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人寿保险业的现况

公益财团法人 亚洲人寿保险振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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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现有保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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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内阁府年度经济财政报告、人寿保险协会 人寿保险业概况

这张图排列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寿保险的现有保单数。
如图所示，我们可以了解到随着经济繁荣，人寿保险得到普及，保障额度也随
之增加。
但1990年代中期以后，现有保单数大幅度减少。
这一方面是受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与日本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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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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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长时期的到来
（％）

出处：内阁府 年度经济财政报告

经济增长率的变迁

这是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变迁表。
1990年代后日本经济进入低成长时期，未能如期出现向右上升，人寿保险市场
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低成长时期长期持续，其中有好几年还有副增长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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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年的情况

通货紧缩的持续

出处： 总务省 消费者物价指数

通货膨胀率的变迁

通货膨胀率下降，通货紧缩经济衰退的情况持续了20多年。
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时代，预测未来物价将不断上涨，从而投保死亡保障商品。
而这个错误的预估，让人们逐渐意识到该保障额度也许过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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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员工平均薪金年收入的变化

（万日元）

最近几年的情况

出处：国税厅 企业员工收入实际情况统计调查结果

经济低迷也影响到了员工薪金。
人们以为收入会一直是向右方向不断增长，但疫情彻底改变了。
这张图显示了企业员工平均薪金年收入的变化，薪金正在不断减少。
可支配收入的减少，迫使家庭不得不重新审核收支平衡，并重新审核人寿保险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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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高龄化（人口减少）社会
（万人）

最近几年的情况

（％）

高龄化比率
（65岁以上比率）

资料：截至2010年总务省「国势调查」、2015年总务省「人口预估（以2015年国势调查人口速报
统计的人口为基准，2015年10月1日的确定数值）」、2020年是依据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
所「日本未来人口预估（2012年1月预估）」假设出生中等・死亡中等而作出的预估结果

实际数值 预估数值

影响人寿保险市场的主要原因，不仅仅是经济增长问题。
还有少子高龄化的问题。
目前，65岁以上人口占27%，预计到2060年将升至40%。
与之相反，15~64岁年龄层的劳动人口的所占比率将大幅度减少。
并且总人口数逐年减少，预计今后将持续减少。
劳动人口年龄层正是需要遗属保障的人群，这对人寿保险业来说也是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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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结婚・晩婚化
（％）

最近几年的情况

出处：总务省国势力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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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龄未婚率的变迁（男性）

不同年龄未婚率的变迁（女性）

不同年龄未婚率的变迁是少子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可以看出年轻人未婚比率不断上升。
晚婚不结婚加速了少子高龄化的进展，家庭的存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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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家庭的增加
（戶）

最近几年的情况

出处：厚生劳动省 国民生活基础调查

不同家庭构造户数的变迁

单身家庭

小家庭

三代同堂家庭

其他家庭

关注单身家庭，我们可以了解到其户数大幅度增加了。
目前单身家庭占了全户数的三分之一。
家庭的存在方式也因晚婚，甚至不结婚的影响，单身或没有孩子的家庭户数不
断在增加。
也就是说，对于遗属保障的需求也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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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涉足社会
（％）

（岁）

最近几年的情况

出处：总务省统计局 劳动力调查结果

不同年龄层劳动人口比率（女性）

这张图显示了女性涉足社会。
女性的就业率不断上升，推进女性活跃于社会也是当今政府的一项政策。
女性涉足社会双职工家庭也随之增多，丈夫即使意外死亡，妻子因有收入来源，
对于保障的需求也由此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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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的情况
10

家庭死亡保障金额的变迁（普通死亡）

出处：人寿保险文化中心 有关人寿保险协会全国实际情况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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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原因，我们来看每户对于死亡保障金额的变迁，可见1990年代前期到
达顶峰，之后对保障的需求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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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的课题
11

平均寿命的变迁
（歲）

出处：厚生劳动省 生命表

平均寿命在1980年代，男性是73岁，女性是78岁，而最近寿命延长，男性是81
岁，女性是87岁。
社会真正进入高龄化，平均寿命不断延长，人们也逐渐意识到长寿自身的风险。
因少子高龄化社会保险制度得到重新审核，又因高龄化的负担不断增加，制度
也得到反复修正。
由此，人们投保人寿保险的动向发生了变化，而人寿保险公司为对应该变化进
行商品开发和销售。

11



12

投保目的

最近几年的课题

（％）

最近购买保单的目的

出处：人寿保险文化中心 有关人寿保险全国实际情况调查

2.3 

12.1 

31.5 

19.5 

14.6 

8.0 

58.8 

35.3 

2.9 

6.1 

7.7 

7.7 

7.9 

13.0 

53.1 

58.5 

0 10 20 30 40 50 60

不明

その他

土地・家屋の取得・増改築のため

財産づくりのため

税金が安くなるので

相続および相続税の支払を考えて

万一のときのローン等の返済のため

介護費用のため

貯蓄のため

災害・交通事故などにそなえて

老後の生活資金のため

子どもの教育・結婚資金のため

万一のときの葬式代のため

万一のときの家族の生活保障のため

医療費や入院費のため

2015年

1991年

丧葬费

子女的教育资金和结婚资金

晚年的生活费

受灾或发生交通事故时

储蓄

长期护理费

偿还贷款

节税

继承遗产及支付遗产税

增加资产

购买土地房屋以及改建增建时

其它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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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感到除了遗属保障以外，还有许多风险。

通过调查，询问了人们最近投保人寿保险目的，

从而得知，对遗属保障的需求在减少，现在对医疗保障的需求占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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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的课题
13

新保单产品构成的变化（个人保险・个人年金保险）

出处：人寿保险协会 人寿保险业概况

生死合險 定期 終身 醫療 年金 其它

这张是新保单保险种类件数的变化。
1950年年金保险约占90%，而现在呈现多样化，件数以医疗保险商品居于首位。
保险公司也各有特色，有的公司拥有多种多样的商品，而有的公司以医疗保险
商品为主，也有以投资性商品为主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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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渠道的多样化

最近几年的课题

出处：人寿保险文化中心 有关人寿保险全国实际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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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保单的投保渠道（２０１５年度调查）

这是最近投保人寿保险的销售渠道。
现在通过人寿保险公司直接聘用的销售员投保的占6成，还有通过其他途径进行
保险销售。
最近以代理店渠道销售多家保险公司商品的趋势逐渐增加。
并且銀行的参与也逐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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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保单件数的变化（个人保险）

最近几年的课题

（万件）

出处： 人寿保险协会 人寿保险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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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不善而破产

支付问题的对应

新保单件数的变化。
1990年代以后，因经营不善而破产的情况不断出现，以及支付问题的应对，也
曾有新保单减少的时期。
目前基础环境依然困难，但近几年新保单件数逐渐在增加。
这是人寿保险公司因应消费者的需求开发商品并努力进行销售而取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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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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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件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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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问题

出处：人寿保险协会 咨询处报告

人寿保险协会 人寿保险咨询处所受理投诉件数的变化

人寿保险协会咨询处受理的投诉件数变化。
因支付问题，虽受理了很多投诉，但通过实施上述对策，问题逐渐在减少。
这也是对保险业信任程度恢复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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