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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健康保险（Health insurance）是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使被保险人在疾病或意外

事故所致伤害时发生的费用或损失获得补偿的一种保险。  

      目前市面上许多长期健康险均以附加险形式出现，其本质就是将返还型的寿险、养老险产

品，和消费型的健康险产品&quot;打包组合&quot;。虽然健康险本身不带有返还功能，但是在

综合保障计划的产品组合中，由于主险仍带有分红性质或返还功能，实际上实现了返还效果

。同时，作为附加险的健康险可借用主险（通常指寿险）的费用，降低费率。

      从行业发展特点来看，多种因素驱动着国内健康保险市场发展。城市化推动下，居民潜在

的医疗保障需求，对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不

断深化，商业健康保险在健全我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保障

需求方面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我国人口老龄化和环境污染带来的长期医疗护理和健康保健需求支撑着健康保险长期的

发展。近年来，我国卫生总费用急剧增加，其中个人支出部分也连年增长，这些个人支出的

医疗卫生费用都可以通过商业健康保险形式来筹集。环境污染事故频发凸显出了国内环境保

护的脆弱，居民对健康保健需求将不断增长，由此可见，我国健康保险存在巨大的潜在需求

。

      在1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已经从1999年的36.54亿上升至2012

的862.76亿元，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7.53%。同期，人身险保费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为20.79%，寿

险为20.74%，人身意外伤害险为14.39%，健康保险的成长性可见一斑。

      2012年，健康险原保险保费收入达到了862.76亿元，同比增长24.73%。2013年上半年，健康

险增速再创新高，原保险保费收入达到了586.47亿元，同比增长25.80%，延续了2012年以来持

续向好的增长态势。

      2015年我国保险行业原保险保费收入24282.52亿元，同比增长20.00%，保险行业产险公司原

保险保费收入8423.26亿元，同比增长11.65%；寿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15859.13亿元，同比增

长24.97%。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7994.97亿元，同比增长10.99%；寿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

入13241.52亿元，同比增长21.46%；健康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2410.47亿元，同比增长51.87%

；意外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635.56亿元，同比增长17.14%。产险业务中，交强险原保险保费

收入1570.98亿元，同比增长10.74%；农业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为374.90亿元，同比增长15.08%

。另外，寿险公司未计入保险合同核算的保户投资款和独立账户本年新增交费8324.45亿元，

同比增长97.91%。

 2015年我国保险行业原保险保费收入规模



 

      2016 年一季度统计数据显示，行业健康险保费收入已经突破千亿大关达到 1168.74 亿元，

同比增长 79.23%；而养老保险企业年金缴费在 2016 年一季度达到 585.54 亿元，同比激增

129.06%，同样大幅领先其他传统险种。2015年 5 月份监管层推出《关于开展商业健康保险个

人所得税政策试点工作的通知》，首先在四个直辖市试点开展健康险税收优惠政策，对试点

地区个人及企事业单位购买符合规定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允许在当年（月）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予以税前扣除，扣除限额为 200 元/月。目前已有包括中国人寿、平安人寿、新

华人寿、太平洋人寿等共计两批 12 家保险公司获准经营税收优惠性健康保险业务，未来健康

险保费增速有望持续高速增长。

 2015-2016年中国健康险保费走势

 

      中国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健康保险市场研究与市场全景评估报告》

共十章。首先介绍了健康保险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健康保险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健

康保险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健康保险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健康保险做

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健康保险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健康保

险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健康保险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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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健康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保证被保险人在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时

的直接费用或间接损失获得补偿的保险，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收入保障保险和长期看

护保险。疾病保险指以疾病的发生为给付条件的保险；医疗保险指以约定医疗的发生为给付

条件的保险；收入保障保险指以因意外伤害、疾病导致收入中断或减少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

保险；长期看护保险指以因意外伤害、疾病失去自理能力导致需要看护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

保险。

 商业健康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区别     比较项目   社会医疗保险   商业健康保险       保险性质   

法定保险，规定范围内的人员和单位必须依法交纳保险费   商业保险是经营行为，采取自愿投

保原则，非强制性       保障对象   所有的社会劳动者   自愿参加投保的个人或团体       保障限额  

有限制，比如起付线、封顶线   无限制，投保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和经济条件选择保险金额和

份数，以满足自身的保障需求。       个人账户   有个人账户   无个人账户，保险金给付以合同

约定为准，符合条件的都可以获得理赔。       经营目的   不以盈利为目的，注重公平，促进社



会安定   追求利润最大化，注重经济效益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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