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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人口老龄化为研究背景，

从人口老龄化的指标入手，对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的特征进行了研究，发现辽宁省人口老龄化

程度日趋加强，表现为老年抚养指数明显增强，少儿抚养指数明显降低。然后，本文结合寿

险需求理论，提出人口老龄化会引起居民对寿险产品需求的增加，并结合辽宁省寿险产品保

费收入情况，对人口老龄化导致寿险需求增加的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会使

居民对寿险需求的渴望程度增强，寿险产品开发和发展有一定的需求空间和需求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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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 of aging popul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ncerned，based on an
aging population a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this paper analyze the character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population aging in Liaoning province． We found that，as the elderly dependency
ratio increased and child dependency ratio decreased，which implied that the population of Liaoning
province aging quickly． Then，combining with the life insurance demand theory，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n aging population will increase residents demand for the life insurance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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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ng with the life insurance premium income products in Liaoning province，we analyze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lead to life insurance demand increasing problems in the empirical research，and
found，an aging population will increase the life insurance demand，the life insurance product
development has a certain demand space and demand market．
Keywords: population aging; life insurance demand; premium income

当前，人口老龄化以及由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系列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广泛关注的热

点，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影响就是给社会养老保障带来巨大压力。养老保障条件不完备，养老基金支付

困境等问题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基金缺口严重，社

会养老压力越来越大，欧盟一些国家正在酝酿并实施延迟退休制度。如，英国公布了退休改革计划，

希望将公职人员退休年龄延长至 66 周岁，并增加缴纳的养老金额度，同时降低养老金的最终支付水

平; 法国政府计划将法定退休年龄从 60 周岁延长至 62 周岁并提高缴费比例; 而德国退休者的年龄将

由过去的 65 周岁逐步过渡到 67 周岁。欧盟国家纷纷通过提高职工退休年龄来缓解养老保险基金的不

足，我国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延迟退休的话题一直还在热议之中。在社会保险应对人口老龄化

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同时，如果能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社会服务功能，使商业保险成为社会保险有力的

支撑，将对缓解养老基金亏空起到积极作用。因此，本文以寿险需求理论为研究视角，基于辽宁省的

相关数据来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寿险需求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老龄化引起寿险需求变化的问题，较早就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如福克斯 ( Fuchs) 和

茨魏费尔 ( Zweifel) 研究认为年龄和保健支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1 ～ 2］。卡拉汉 ( Callahan) 、丹尼尔斯

( Daniels) 的研究也认为人口老龄化增加了人们的保健支出，因为人均保健支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

加而增加［3 ～ 4］。圭索 ( Guiso) 等认为在许多国家，寿险产品是家庭拥有的最流行的金融资产之一，

寿险产品也是老年人最喜爱的储蓄工具之一，在投保人的保险期限内保险公司面临着一定的责任，同

时，保险公司也在此期限内累积储蓄，投保人则在年老时收回投资回报［5］。哈吉斯特 ( Hagist) 和克

里寇夫 ( Kotlikoff) 等研究了 OECD 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认为人口老龄化将不断增加纳税人的负

担，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在有些国家原有的财政政策将不可持续，必须通过社会保险系统、公共

养老保险体系以及养老保险金融支撑系统的改革来解决这个问题［6 ～ 7］。
苏特 ( Sauter) 等研究了德国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问题，认为由于人口老龄化一些国家已经减

少了对现收现付的养老体系的支出，并采取刺激政策鼓励居民投资个人退休储蓄和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产品。为了保障退休以后的生活，居民被迫增加个人的养老储蓄投入，包括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

而政府则通过税收政策鼓励养老保险产品开发和购买［8］。布雷耶 ( Breyer) 评估平均寿命的上升对保

健支出的影响，认为预期寿命增长对保健支出有正向影响［9］。卡萨 ( Cassa) 研究了巴西人口老龄化

与保险需求的影响，认为巴西人口结构表现出老年人口增加和年青人口减少的特征。19 世纪欧洲国

家已经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现象，而现在发展中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人口老龄化使个人养老保险

需求在近十年间增长了近 20 倍。对于那些关注退休和养老的寿险产品将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10］。
国内学者也有相关的研究，如叶桂君、海琳娜以年金保险为例研究了老龄化背景下两款养老寿险

产品年金给付、寿险保障、投资分红等方面的特点，为消费者选择合适的养老保险产品提供了参

考［11］。张翼研究了日本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日本养老保险制度产生深

刻的影响，认为人口老龄化使财政负担增大，养老金替代率会降低，养老金可持续支付能力受到置

疑［12］。张乐、雷良海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

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13］。可见，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保险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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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老龄化给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财政支付体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给商业保险社会服务功能的发挥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二、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寿险需求的理论模型

基于人口老龄化的寿险需求理论研究由来已久，国外学者较早就开始了相关研究，大多以投保人

的期望效应最大化为基本前提开展研究的，如奥特依维乐 ( Outreville) 研究认为人们对寿险产品的

需求受预期寿命的影响，人们预期自己寿命越长就越倾向于增加对寿险产品的需求［14］。拜尔 ( Bell)
研究认为人们预期自己寿命的延长会促进养老金基金及年金保险的增长，从而会带动人寿保险保费收

入的增长。所以，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会带动人们增加购买寿险产品的动机，寿险需求也会因此而增

加［15］。哈克逊 ( Hakansson) 研究了个人财富、收入、保险产品价格，以及财富的主观贴现函数等因

素对保险需求的影响，认为个人财富和财富贴现是影响保险需求的重要因素［16］。卡米 ( Kami) 和兹

奥查 ( Zilcha) 研究了不确定寿命下人们对寿险的需求。认为依靠财富为生的人对寿险需求的倾向较

低，而依靠工资收入为生的人更倾向于增加对寿险产品的需求［17］。也就是说富人对寿险产品的偏好

度较低，而工薪族可能更迫切需求寿险产品。人们对寿险产品需求的原因更多是为了消除由于寿命的

不确定而造成的收入风险［18］。
也有学者从被赡养人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角度来研究寿险需求的。如李维斯 ( Lewis) 认为投保人

对寿险产品的需求不仅仅要满足投保人自身的寿险需要，而且要考虑投保人的赡养人生活和保险保障

的需要。所以，投保人家庭成员及赡养人的保险需求偏好、风险偏好对寿险需求也有影响［19］。
森 ( Sen) 和迈德赫斯万 ( Madheswaran) 研究了人身保险需求的决定因素［20］，本文借鉴其对人

身保险需求的理论模型。假设居民的消费和收入是关于时间 t 的连续函数，分别记为: r( t) 和 c( t) ，居

民的储蓄也是关于时间 t 的连续函数，记为 π( t) ，则储蓄函数可以写成:

π( t) = eit∫
t

0

e－iπ［r( π) － c( π) － l( π) ］dπ ( 1)

其中: i 代表利率，l( s) 代表居民的流动性需求。
由式 ( 1) 可见，居民消费最大化要受到收入、储蓄和流动性需求等变量的约束。如果居民没有

债务，则 π( t) ≥ 0; 在居民的生命周期 T 内有偿付能力，π( T) ≥ 0。
假设居民的生命周期 T 是一个随机变量，且其密度函数 f ( t) = － φ' ( t) ，这里 φ ( t) 代表时

间 t 以后，居民在年龄 n 时仍然活着的概率。则有:

∫
∞

0

e－itπ( t) f( t) dt = － ∫
∞

0

e－itπ( t) φ'( t) dt = － ∫
∞

0
∫
t

0

［r( π) － c( π) － l( π) ］e－isd{ }π φ'( t) dt

= ∫
∞

0

e－isφ( π) ［r( π) － c( π) － l( π) ］dπ

( 2)

如果居民购买养老保险，趸缴保费如下:

Et，n = e－itφ( t) = E － ∫
t

0

( i + ρn+π ) d[ ]π ( 3)

则此时的储蓄为:

s( t) = ∫
∞

0

E － ∫
t

0

( i + ρn+π ) d[ ]π ［r( t) － c( t) － l( t) ］dt ( 4)

从式 ( 4) 可以看到，居民消费偏好不同，其消费方式就不同，同时，居民对不同商品的期望消

费程度也不同，假设居民消费效用函数的形式为［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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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c) = ∫
T

0

e－δtu［c( t) ］dt ( 5)

其中，δ 为消费的期望程度。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段时间内保险消费会减少居民对其他商品的消费，但是它也保证

了居民退休以后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显然，居民当前的收入、预期消费、流动性需求和消费期望程度

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险的投入，而在某种程度上，人口老龄化的提高会导致居民对与养老相

关的寿险产品消费迫切程度的增加。同时，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抚养比增加，也会促使居民对相关寿险

产品需求的期望程度增加。

三、人口老龄化对寿险需求影响的实证分析

1． 人口老龄化的特征分析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人口老龄化也会给保险业带来一系列的

影响，尤其会对寿险业的需求带来一定的影响，对其产品开发和设计提出更实际的要求。根据联合国

人口老龄化的统计标准，如果一国或地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达到 10% 以上，或者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例达到 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了。
( 1) 程度指标。该指标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一般用该国家或地区 60 岁或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少儿人口比例、老年人口与少儿人口的比例等指标来测度，下面

分别通过这几个指标来考察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程度。
图 1 显示了辽宁省 2000 ～ 2010 年间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到，近 10 年间

辽宁省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到 2010 年这个比例略有下降，但数值仍

然较大。总体上看，各个年份的老年人口比例都超过了 7%，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的统计标准辽宁

已经属于老龄化社会。

图 1 老年人口比重及其与少儿人口比重的比较

数据来源: 辽宁统计年鉴 2011，图 2、图 3 同。

伴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增加，少儿人口

比重却 在 不 断 的 下 降，2002 ～ 2010 年 间，老 年

人口比重和少儿人口比重波动的趋势正好相反，

并且在 12% 线 的 上 下 呈 对 称 的 状 态。一 升 一 降

的对比，更加表明了人口老龄化的特征是老年人

口的增加，且伴随着少儿人口比重的不断降低。
此外，从图 2 老少比指标可以明显看出，老少比

指标显 著 增 加， 也 反 映 了 老 龄 化 程 度 在 显 著

增强。

图 2 老年人口与少儿人口的比值

( 2 ) 社会经济影响指标。该指标主要反映了

人口老化的经济社会影响情况，人口老龄化率增

加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给社会养老保险带来的

压力，常用的测度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指

标是抚养系数，抚养系数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

人数对劳动年龄人数之比。主要抚养比指标包括

少儿人口抚养系数、老年人口抚养系数和总人口

抚养系数。图 3 为 辽 宁 省 2000 ～ 2010 年 间 主 要

抚养比指标数据，可以看到，老年抚养系数显著增加，少儿抚养系数显著降低，形成两者显著

反向变化的原因是老年人口的显著增加和少儿人口的显著减少。同时，从图 3 上来看，总抚养

系数比较平缓，近期略有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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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辽宁省的主要抚养比指标

2． 寿险保费收入增长趋势及比较

反映寿险需求的指标有寿险参保人数、寿险参

保率和寿险保费收入等。基于前面的分析，人口老

龄化对养老保险财政持续支付能力产生了影响，所

以以保费收入作为反映寿险需要指标，从支付的角

度来说，更能反映寿险对社会保险的辅助功能，也

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如杨舸等［22］也采用保费收入

作为反映寿险需求的指标，所以这里我们采用寿险

保费收入作为寿险需要变量。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

的提高，辽宁省寿险保费收入也在不断的增加，图 4 显示了 2006 ～ 2011 年辽宁省寿险、财产保险、
意外险和健康险保费收入情况，从图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寿险保费收入呈显著上升的趋势，但是在

2011 年却显著下降，总体上看寿险保费收入明显高于财产保险、意外险和健康险的保费收入，以

2010 年为例，寿险保费收入分别是财产保险、意外险和健康险保费收入的 2. 58 倍、49. 53 倍和 13. 3
倍。也表明寿险保费收入在保费收入中占有最大的份额。

图 4 2006 ～ 2011 年辽宁省保险保费收入情况

数据来源: 中国保监会网站，图 5 同。

此外，从寿险保费收入的增长率来看，如图 5，

虽然保费收入明显增加，但是增长率呈下降的趋势，

尤其是 2011 年，寿险保费收入出现了负增长，增长

率为 － 30%，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前寿险业受

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面临着一定的市场压力。
那么从保费收入来看，是否与经济发展水平相

对应呢? 依据《中国统计年鉴》和《辽宁统计年鉴》
数据，2011 年辽宁省 GDP 在全国的排名是第 7 位，

保费收入排在第 10 位，而寿险保费收入排在第 11
位，如果单从这一个指标来看，辽宁省寿险业是滞

图 5 2006 ～ 2011 年辽宁省寿险保费收入及增长率

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寿险保费收入排名落后于

总保费收入排名，也落后于 GDP 排名，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寿险业还有广泛的市场空间，部分寿险

需求还没有被充分地调动起来。随着人们认识的

不断加深，寿险产品的不断研究和开发，这部分

需求会逐渐的释放出来。
3． 人口老龄化对寿险需求影响的实证检验

( 1) 模型的变量选择。①寿险需求变量。寿

险需求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说，具有储蓄的功能，

从养老保障的角度来讲，需求者在成长和成熟期劳动能力强、收入水平高，这时购买一定量的寿险产

品，为自己的养老支出作出准备，以备在自己的退休时期劳动能力下降时仍然有足够的生活来源。也

就是在年轻时购买寿险产品，为年老时的生活提供保障。反映寿险需求的指标有寿险的参保人数、寿

险的参保率、寿险的保费收入等，很多研究采用保费收入作为反映寿险需求的指标，所以这里采用寿

险保费收入作为寿险需要变量，记为: LPI。②人口老龄化率指标。这里我们采用反映人口老龄化社

会影响的指标，即采用老年人口抚养系数来表示，记为: PAR。③居民收入水平指标。居民收入水平

会对寿险需求产生明显的影响，这里我们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代替: 记为: DPI。④利率

水平。利率水平变化会对投资人的选择产生影响，这里我们采用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来表示: 记为:

IR。各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保监会网站和《辽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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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了相关研究变量之后，建立模型如下:

LnLPI = c + β1 PAR + β2 DPI + β3 IR ( 6)

( 2) 模型的检验及统计。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扩展的 Dickey-Fuller ( ADF)

检验方法，利用 AIC 与 SC 准则确定变量的滞后阶数的基础，对所有变量的数据进行了平稳性检验。
结果表明，水平数据都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所有数据的一阶差分，分别在 5%和 10% 的

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这表明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序列 ADF 检验结果

变量
原序列检验结果 一阶差分序列检验结果

ADF 值 临界值 检验结果 ADF 值 临界值 检验结果

LPI － 1. 4755 － 2. 7711＊＊＊ 不平稳 － 3. 5516 － 3. 4033＊＊ 平稳

PAR －1. 9082 － 2. 7711＊＊＊ 不平稳 － 3. 4352 － 3. 4033＊＊ 平稳

DPI 0. 6242 － 2. 7711＊＊＊ 不平稳 － 4. 4529 － 3. 4033＊＊ 平稳

IR － 1. 5245 － 2. 7711＊＊＊ 不平稳 － 3. 4828 － 3. 4033＊＊ 平稳

注: * 、＊＊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5%和 10%。

表 2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统计量 P 值

PAR 0. 075104 0. 104608 0. 717961 0. 4998
DPI 1. 024817 0. 304137 3. 369591 0. 0151
IR － 0. 195855 0. 138058 － 1. 418643 0. 2058
C 4. 417340 1. 977342 2. 233979 0. 0669
调整 R2 0. 911328
调整 R2 0. 866992
F － 统计量 20. 554950
因变量均值 14. 24893
因变量标准差 0. 441688
D． W． 统计量 2. 461844

表 2 为模型估计结果，模型估计结果显

示，R2 为 0. 9113，调整 R2 为 0. 8670，说明

模型拟合较好，从回归系数来看，人口老龄

化指标、收入水平指标和寿险保费收入呈正

相关关系，说明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加，人

们对寿险需求的迫切程度增强，人们对寿险

的需求增加。收入水平指标的回归系数明显

大于人口老龄化指标的回归系数，表明收入

水平是影响寿险需求的重要因素。而利率指

标的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利率与寿险保费收

入呈负相关，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寿险需求的收益率会影响人们的寿险需求，如果利率升高，寿险

收益率会相对降低，人们对寿险需求相对降低。

四、结论

当前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随着进程的加快，人口老龄化将会对经济社会

各个层面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对社会养老保险带来较大的影响，尤其是社会养老保险基金

缺口增加会影响社会保障的财政可持续支付能力。所以，本文提出要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社会服务功

能，使它可以作为社会保险的一个有效的补充。本文结合寿险需求理论，在考察辽宁人口老龄化特

征、寿险保费收入趋势特征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寿险需求的影响。
首先，本文从程度指标、社会影响指标等方面对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特征进行了评价。从程度指标

来看，各个年份的老年人口比例都超过了 7%，并呈现逐年增长趋势，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的统计

标准辽宁已经属于老龄化社会; 从社会影响指标来看，老年抚养系数显著增加，少儿抚养系数显著降

低，两个指标之间呈现显著反向变化，究其原因是老年人口的显著增加和少儿人口的显著减少。
其次，本文从分析辽宁省寿险需求的发展趋势入手，通过对辽宁省寿险保费收入增长趋势及变迁

的分析，以及对寿险保费在全国的排名及其与总保费收入排名和 GDP 排名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到，

辽宁寿险收费收入落后于总保费收入的排名，也落后于 GDP 的排名，说明寿险业的发展要滞后于经

济发展水平，也表明辽宁寿险业还有广泛市场空间，还有一定的寿险需求没有充分释放出来。而在人

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人们对寿险产品的需求渴望程度会逐渐的增强。
再次，本文以人口老龄化率为自变量，以收入水平和利率水平为控制变量，建立了寿险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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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实证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对寿险需求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和收入水平是影响寿险

需求的重要因素。所以在人口老龄化程度日趋严重的今天，寿险产品的推广和开发将有很大的市场空

间，也为寿险业发挥社会服务功能提供了广泛的市场空间，使其成为社会保险的有效补充。
本文在对人口老龄化特征、寿险需求的增长趋势及其与经济发展指标的比较分析基础上，对人口

老龄化对寿险需求的影响做了实证检验，认为寿险市场还有广泛的需求空间没有充分释放，人口老龄

化会使居民对寿险需求的渴望程度增强，实际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的显著变化会对人身保

险的各个险种都产生显著的影响。仅从寿险的角度来讲，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年抚养系数的增加，会

给社会保险的可持续支付能力带来更大的压力，延迟退休、放宽计划生育制度等成为当前热议的话

题，当然，这也给商业保险带来发展的契机，尤其是给寿险业发展带来重要的机遇，针对养老保障开

发的寿险产品既能化解人们对养老的担忧，也能发挥商业保险对社会保险的辅助功能。在养老寿险产

品开发方面，一些寿险公司推出了各种寿险产品，如中国人寿的 “福禄双喜”至尊版，平安人寿的

“钟爱一生养老年金保险”等，这些寿险产品的推出正是看准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市场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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