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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再探索》创刊至今已八周年，经过八年时间的发展，“寿再探索”成长为中再

寿险核心的专业期刊与培训品牌，并在人身险行业积聚起良好的品牌声誉。今年，“寿

再探索”成功经国家商标局审批成为注册商标，品牌所有权将得到有效保护，而且品牌

涵盖的业务范畴也将扩展至电子出版、培训、市场营销、保险业务咨询等七个类别，相

信这将进一步助力“寿再探索”品牌价值的积淀。我们衷心期望通过不断的努力，让“寿

再探索”陪伴大家继续前行，成长为行业首屈一指的专业品牌，有效发挥专业技术分享

与传播交流平台的作用，推动人身险行业创新发展！

2018 年，中再集团在全系统内发起“星火计划”活动，旨在鼓励和激发全体员工的

创新意识，提高整体研究水平，推动业务创新发展。中再寿险积极参与此次活动，涌现

出一批项目研究成果。本期我们特别精选七项中再寿险“星火计划”优秀项目，由七位

项目负责人根据自身项目研究成果撰写专题文章及报告，以飨读者，希望对大家的工作

能有所裨益。

1.《恶性肿瘤数据研究分析及启示》通过对恶性肿瘤发生率、死亡率、生存率等数据的解读，

分析我国在恶性肿瘤防治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对于恶性肿瘤的预防、筛查、诊疗、管理，

指出发达国家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并建议保险公司通过创新产品设计、提供健康服务等，

为客户在恶性肿瘤诊疗方面提供更加适合的保险服务，让客户切实感受到保险公司的价值所在，

提升行业形象，形成双赢。

2.《长寿风险再保险解决方案：基于中国保险人口的实证分析》由于我国老龄化社会进程加剧，

管理长寿风险对我国来说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长寿风险市场也将为保险公司带来巨大商机。

本文主要探讨再保公司如何从再保方案的角度对保险公司的长寿风险进行管理。本文的研究对商

业保险公司开发带有显著长寿风险的产品及长寿风险再保险业务具有参考意义。

3.《重疾险和医疗险结合的产品创新》通过医疗数据分析得出，我国居民面临的健康保障缺

口主要来自严重疾病，各类疾病的治疗费用差异巨大，且疾病确诊后的后续治疗费用补偿对疾病

愈后至关重要。理想的健康保障产品应在重点关注重大疾病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病种的治疗费用

和收入损失差异进行区分进而提供费用补偿，并且尽可能保障疾病确诊后至少 3-5 年的治疗费用。

4.《AI 在人身险承保与运营中的应用》AI 科技引领金融业发展已成为趋势，而保险 AI 作为

金融科技的衍生，正被深度卷入 AI 科技革新的浪潮中。文章从 AI 的发展历史、AI 对人身险行业

的影响、AI 在人身险的应用以及 AI 大潮中的挑战与未来机遇等方面进行阐述，以期在 AI 浪潮中

把握发展良机，提升领先能力及竞争力。

5.《2018 年寿险业健康险保险科技应用发展报告》基于对境内 31 家寿险公司、健康险公司的

刊    首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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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调研，分析总结了目前人身险公司在健康险业务各环节中应用布局保险科技的总体现状与发

展趋势。涉及的健康险相关保险科技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区块链、云计算、

可穿戴设备、基因检测、移动医疗与远程医疗。报告以期管中窥豹，助力保险公司了解人身险行

业健康险数字化进程的情况，并对保险公司未来借助科技之力发展健康险业务有所启迪。

6.《保险科技数据应用的新型法律风险研究》随着保险科技数据应用的日渐深入，数据所有权、

个人信息保护、不正当竞争等法律风险愈发凸显，引发了多起争议案件，其防控举措日益受到业

界关注。本文立足于保险行业实践，通过多维度交叉调研分析，形成应用于保险主体的防范举措

以及有建设性的立法建议，为保险科技数据应用的新型法律风险保驾护航。

7.	 《银行业、保险业风险管理监管政策的对比研究与借鉴启示》在国际、国内比较研究的

基础上，对银行业、保险业的风险、风险管理监管要求进行了梳理，理清了风险管理监管政策发

展历程、脉络、内涵、框架，揭示了银行业、保险业风险管理监管评价体系构成要素、评价方法

和评价结果运用，对银保监未来政策走向加以分析，为新形势下加强险企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提供

理论参考，相关建议可运用于偿付能力风险管理体系优化工作，有助于险企提升监管评价结果，

在偿付能力监管框架下释放资本占用，助力业务发展和战略目标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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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数据研究分析及启示

◎范琨

摘要：通过对恶性肿瘤数据的分析和解读看出，我国在恶性肿瘤防治方面确与

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2015 年中国恶性肿瘤发病率为 285.83/10 万，死亡率为

170.05/10 万，癌谱呈现发达国家癌谱与发展中国家癌谱共存的局面。从 2010 年到

2014 年，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与美国的趋势截然相反。

在恶性肿瘤生存率方面，中国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仍有较大的差距。虽然因为癌谱

分布、癌症期别而放大了差距，但对于恶性肿瘤的预防、筛查、诊疗、管理，发达国家

都有诸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当前，保险公司可通过创新产品设计、提供健康服务等，为客户在恶性肿瘤诊疗方

面提供更加适合的保险服务，让客户切实感受到保险公司的价值所在，提升行业形象，

形成双赢。

关键词：恶性肿瘤；流行病数据；趋势分析；启示

一、中国及美国恶性肿瘤数据及趋势分析

（一）中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及趋势分析

“2019 年中国恶性肿瘤年报”显示，2015 年全国新发恶性肿瘤病例约 392.9 万例，全国恶性

肿瘤发病率为 285.83/10 万（世标率 186.39/10 万）。从 2010 年到 2014 年，恶性肿瘤发病率增长

18.2%，年恶化率 4.3%, 主要是因为肺癌、结直肠、乳腺癌发病率持续升高，但此期间，胃癌、肝

癌发病率保持平稳，食道癌还出现了逐年下降。男性恶性肿瘤发病率 305.47/10 万，排名前五的癌

症分别为肺癌、胃癌、肝癌、结直肠癌、食管癌；女性发病率 265.21/10 万，排名前五的癌症分别

为为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甲状腺癌、胃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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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风险再保险解决方案： 

基于中国保险人口的实证分析
◎楼林

摘要：由于我国老龄化社会的进程加剧，管理长寿风险对我国来说已成为刻不容缓

的问题，但长寿风险市场也将为保险公司带来巨大的商机。长寿风险的主要成因来自于

对未来死亡率改善情况的不确定性。本文主要探讨再保公司如何从再保方案的角度对保

险公司的长寿风险进行管理。我国保险人口的死亡率改善情况呈明显的队列效应，尤其

是在“自然灾害”时期出生的人口所受队列效应影响最为严重。结合我国特殊队列效应

影响，本文的研究对商业保险公司开发带有显著长寿风险的产品及长寿风险再保险业务

具有参考意义。

关键词：长寿风险；longevity swap；q-forward；队列因子

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长寿风险是我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十二五”规划中民生问题

所关注的重点领域。长寿风险在给中国保险业带来新的业务机遇的同时，如何管理长寿风险也将

成为我国保险公司面临的新的挑战。本文将结合我公司的自有的数据优势，探讨如何通过再保手

段为保险公司对冲长寿风险，强化我公司在未来长寿风险市场的再保引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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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疾险和医疗险结合的产品创新
◎景珮

摘要：目前我国商业健康险市场以重疾险和医疗险为主要产品类型，其中重疾险经

过十余年发展规模占比超过 70%，医疗险在近三年保费规模大幅攀升。然而两类险种在

发展过程中各自遇到一些困境，重疾险现有的产品特征已背离保障本质，且业务风险暴

露加剧，医疗险则因为短期形态带来保障不足的缺陷。通过医疗数据分析，本文认为居

民面临的健康保障缺口主要来自重大疾病，各类疾病的治疗费用差异巨大，且疾病确诊

后的续年治疗费用补偿对疾病预后至关重要。因此，理想的健康保障产品应在重点关注

重大疾病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病种的治疗费用和收入损失差异进行区分进而设计费用补

偿，此外产品还应至少保障疾病确诊后 3-5 年的治疗费用。当然，健康保险面临的问题

很难通过一个产品得到全部解决，可能面临的挑战就包括，随着医学的进展部分重大疾

病慢性化，保险产品的保障期限也应匹配，另外费用型产品的本质在于管理，而现有保

险公司很难对医疗机构有实质性介入。

关键词：产品创新、重疾险、中端医疗、医疗数据分析

我国商业健康险市场发展已有数十年时间，形成了以疾病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失能

收入损失保险为代表的几类主要险种。目前大陆市场健康险以疾病保险及医疗保险为主，后两者

因环境配套问题，保费规模很小。其中，疾病险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规模占比约 70% 左右。近三

年，随着我国消费升级和保险意识的提升，医疗保险市场也迈入高速发展阶段。然而，重疾险和

医疗险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的遇到一些困境，本文试图剖析两类险种各自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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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在人身险承保与运营中的应用

◎段燕春

摘要：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继蒸汽技术革命、电力技术革命、

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后的第四次科技革命。2016 年，随着 Alpha Go 的诞生，AI 迈

入了科技发展的新纪元。2017 年，“人工智能”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人工智

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AI 科技引领金融业发展已成为趋势，而保险 AI 作为金融科技的

衍生，正被深度卷入 AI 科技革新的浪潮中。我们从 AI 的发展历史、AI 对人身险行业的

影响、AI 在人身险的应用以及 AI 大潮中的挑战与未来机遇等方面进行阐述，以期在 AI

浪潮中把握发展良机，提升领先能力及竞争力。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身险；大数据；方法论；智能理赔；智能客服；智能减损；

智能核保；智能推荐

人工智能是智能科学中以大数据为基石，通过研究和应用机器智能，以模仿人类的思维活动

和智力功能的一个分支。人工智能的本质是大数据和方法论。大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基石和核心动力，

大数据的科学基础是信息论，它的本质是利用信息消除不确定性，而数据之间的强相关性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取代传统的因果关系，帮我们寻找目标答案，这便是大数据思维的核心。

数据中所包含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消除不确定性，而数据之间的强相关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

取代传统的因果关系，寻找目标答案。基于大量具有代表性的数据、借助数学模型寻找数据间强

相关性的方法，使计算机能够完成一些过去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事情，因此计算机的智能水平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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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寿险业健康险保险科技应用发展年报

◎袁梅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了保险业的变革

与创新，科技的冲击力推动着保险业的转型升级。在健康险领域，保险科技在各业务环

节都有密切应用，为健康险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虽然当前业内科技的发展与应用面临诸

多挑战与困境，但科技创新的步履不会停歇。

报告基于对境内 31 家寿险公司、专业健康险公司的实际调研，分析总结了目前人

身险公司在健康险业务各环节中应用布局保险科技的总体现状与发展趋势，所涉及的健

康险相关保险科技主要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区块链、

云计算、可穿戴设备、基因检测、移动医疗与远程医疗。调研综合采用问卷调研与业内

专家调研访谈相结合的形式，调研结果来自 31 家寿险公司反馈的 42 份问卷（包括 7 家

专业健康险公司，6 家大型综合寿险公司、1 家互联网保险公司及 17 家中小型寿险公司），

并涵盖了对寿险、健康险公司中高级管理与专业人士的深度访谈结果。调研以期管中窥豹，

帮助保险公司了解行业健康险数字化进程的情况，并对保险公司未来借助科技之力发展

健康险业务有所启迪。

第一部分  调研结果分析 1

总体而言，保险科技赋能贯穿健康险各业务环节，但尚未对传统经营模式产生根本性改变，

尚未形成数据驱动型业务发展模式。现阶段，大部分寿险公司科技应用的重点体现在运营管理

1　	各图所示数据占比为人次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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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科技数据应用的新型法律风险研究

◎刘文骥

摘要：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以及基因检测等保险科技的应用

有效提升了保险公司掌握的数据数量和质量，在数据收集、数据整合、数据分析等环节实

现了快速发展。众多保险主体创新运用数据清洗、文本挖掘、多元统计等先进技术，将数

据分析结果应用于产品开发、风险排查、风险定价、风险管理等业务全流程，实现产品再

造升级，形成数据应用战略体系。随着保险科技数据应用的日渐深入，数据所有权、个人

信息保护、不正当竞争等法律风险愈发凸显，引发了多起争议案件，其防控举措日益受到

业界关注。本文立足于保险行业实践，通过多维度交叉调研分析，形成应用于保险主体的

防范举措以及有建设性的立法建议，为保险科技数据应用的新型法律风险保驾护航。

关键词：保险科技、数据应用、数据管理、法律风险防控

保险科技的数据应用以互联网为载体，广泛运用数据整合、数据分析等技术，在收集、使用、

传输、存储的管理全流程均存在法律风险。如运用不当，容易形成保险业传统风险和新技术风险

的叠加，引发系统性风险。在保险公司的实际运营中，法律风险覆盖了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一

旦数据管理及应用出现法律风险，将可能导致客户诉讼及监管处罚，并同时引发声誉风险和信用

风险，形成风险传递，放大风险冲击作用。本文通过对保险业内外的多维度调研，参考各行业数

据应用的代表性案例，围绕理论与实务界的争议热点，深入研究了数据所有权归属、数据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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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银行业、保险业风险管理监管政策的 

对比研究与借鉴启示

◎吴晶

摘要：本文在国际、国内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银行业、保险业面临风险、风险管

理监管要求进行了梳理，理清了风险管理监管政策发展历程、脉络、内涵、框架，揭示

了银行业、保险业风险管理监管评价体系构成要素、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运用，对银保

监未来政策走向进行了分析，为新形势下加强险企风险管理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参考，相

关建议可直接运用于偿付能力风险管理体系优化工作，有助于险企提升监管评价结果，

在偿付能力监管框架下释放资本占用，助力业务发展和战略目标实现。

关键词：银保监  风险管理  政策研究

银行、保险监管机构合并是金融监管体系的重构性变革，强化综合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将成为重要的政策导向。金融监管变革是挑战也是机遇。银行业风险管理实践和经验积累领先于

保险业，汲取银行业风险管理经验有助于强化险企风险管控，明晰保险业与银行业风险管理监管

政策异同，对未来可能出台的监管政策进行研判，将为险企风险管理能力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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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娱乐宝看互联网保险的监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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