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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了解健康保险业的经营情况及发展趋势，中国保 

险行业协会健康保险专业委员会近期完成了《2022年度商业 

健康保险经营数据分析报告》 ¹ 。2022年，从各类型公司的 

保费增速来看(表1),专业健康险公司和财产险公司保费 

规模有较为显著的增长，专业养老险公司相对平稳，而寿险

公司则出现负增长。

表 1    不同业务类型公司保费收入增速

寿险公司 健康险公司 养老险公司 财产险公司

-3.56% 42.97% 1.25% 14.7%

由于人身险公司和财产险公司的健康险业务在产品特点、 

管理模式等方面存在较大不同，以下就两类公司的经营情况

分别展开分析。

一 、人身险公司业务发展情况

根据原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2022年人身险公司健

康险原保费收入7073亿元，同比增速0.6%。

(一)主要发展特点

整体来看，人身险公司健康险业务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保费收入基本呈现疾病险七分、医疗险三分的结构， 

护理险及失能险的保费占比很小。自2020以来，疾病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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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占比持续小幅下降，与之相应的是医疗险的小幅上升。

除特别注明为原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外，本报告所有分析均基于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交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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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两大主力险种均呈现业务收缩或停滞状态，疾病险 

整体小幅萎缩(保费收入同比下降3.6%),医疗险增长乏力 

(保费同比微增0.4%)。护理险和失能险保费收入出现较为 

剧烈的波动。具体来看，不同险种出现了差异化的业务调整： 

疾病保险呈现短增(同比增长38.3%)、长降(同比负增长  

4.5%)的趋势，而医疗险则恰恰相反，是短降(同比负增长

3%)、长增(同比上升近18%)。

三是细分来看，占市场主导地位的长期重疾险市场出现 

越来越明显的饱和状态。2022年长期重疾险的新单业务继 

2021年后出现负增长后继续大幅萎缩，新单原保费收入同比 

下降约50%,对长期重疾险保费收入的贡献率也从2021年的 

15%腰斩至7.5%。虽然续期保费保持增长(增速近5%),但

受新单业务的影响，长期重疾险保费收入同比下降约4%。

四是在医疗险方面，近年来随着监管政策、市场结构和 

经营模式的不断完善，长期医疗险业务的作用日益加强。然 

而，虽然业务结构整体向好，但医疗险不可避免地受到宏观 

经济、消费需求等因素的影响，2022年新单保费收入同比显 

著下降10个百分点，长期业务增长主要来自于存量保单续 

期保费的上升。与此同时，随着疫情后经营活动的恢复，医 

疗保障责任带来的赔付支出持续上升。虽然目前整体来看增 

幅较小，但其中长期医疗险给付出现较快上升。未来，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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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市场的发展环境将愈加复杂，长期医疗险是否能保持良好



3

的成长趋势，赔付支出是否能得到科学合理的管控，是需要

密切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五是从各公司情况来看，2022年大部分人身险公司(数 

量占比55%)保费收入负增长，保费增速中位数为-2%,特别 

是保费排名前7家公司中有6家为负增长。健康险公司整体 

增长情况好于非健康险公司，特别是个人短期疾病险、个人 

短期医疗险业务迅速增长，而在长期疾病险方面，健康险公 

司也在非健康险公司整体保费下滑的同时，实现了同比正增

长。

六是在渠道结构方面，个人代理和公司直销两大主力渠 

道贡献了2022年大部分的业务收入，但在新增保费收入和 

新增承保人次两个维度均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显示两个 

渠道较为全面的萎缩。其它渠道中表现较好的是专业代理和 

银行邮政，特别是银行邮政长期新单保费取得了近100%的增 

长。然而，在新增承保人次方面，银行邮政却出现显著下滑，

因此其后续增长动力还有待观察。

七是从赔付结构来看，所有险种的长期满期给付金额均 

同比大幅下降，这是否意味着健康险市场的需求情况和业务

结构正在发生深度调整，须进一步调查研究。

最后，在护理险业务中， 一方面长期险以满期给付为主， 

另一方面短期险的简单赔付率极高，超过95%,并且赔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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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同比大幅上升。这对短期护理险市场的稳定性提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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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对商业护理保险在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 

略中的定位，如何切实提升老年失能护理服务的保障水平，

提出了挑战。

(二)发展情况分析

1.主要业务维度保费结构

从保费收入结构来看(表2),市场持续以疾病保险(重 

疾险)为主，2020-2022年间原保费收入占比分别为71.2%、 

66.55%、65%,呈持续小幅下降趋势。同时，医疗保险的占

比有一定提升，三年保费占比分别为27.3%、31.5%、31%。

表2    人身险公司保费险种结构

2020 2021 2022

疾病保险 71.2% 66.5% 65.0%

其中：重疾保险 64% 61.3% 59.3%

医疗保险 27.3% 31.5% 30.9%

护理保险 1.5% 1.96% 4.0%

失能收入保险 0.04% 0.04% 0.03%

在保险期限方面(表3),2022年长期险新业务呈现较 

为严重的萎缩态势，新单原保费收入大幅下降，同比降幅超 

过25%;续期保费有小幅上升，同比增长约7%。短期保费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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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基本与2021年持平，同比微幅下降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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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人身险公司保费期限结构

短期 长期

新单 续期

-0.21% -25.23% 7.33%

2.主要险种结构性增长情况

从保费增长情况来看(图1),两大主力险种均呈现业 

务收缩或停滞状态，疾病险整体小幅萎缩(保费收入同比下 

降3.6%),医疗险增长乏力(保费同比微增0.4%)。护理 

险和失能险保费收入出现较为剧烈的波动，其中护理险大幅

上升125.5%,失能险则同比减少近20%。

结合保费收入的险种和期限结构，可以发现不同险种出  

现了差异化的业务调整情况。具体来看，疾病保险呈现短(期) 

增、长(期)降的趋势，而医疗险则恰恰相反，是短降(同  

比负增长3%)、长增(同比上升8.2%)。近年来随着医疗  

险市场结构和经营模式的不断完善，长期业务的作用日益加  

强，2022年长期保费占医疗险整体保费比例达33%,比2021  

年上升约4个百分点。此外，短期和长期的护理险保费均显

著上升，特别是长期护理险，同比增幅近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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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身险公司分期限分险种保费增长结构

由于长期业务的增长趋势和结构是决定健康险市场发展 

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也是行业十分关心的问题，报告进一步

分析了各险种长期保费收入的增长结构(表4)。

分析结果显示，占市场主导地位的长期重疾险市场出现 

越来越明显的饱和状态。2022年长期重疾险的新单业务继 

2021年后出现负增长后继续大幅萎缩，新单原保费收入同比 

下降约50%,对长期重疾险保费收入的贡献率也从2021年的 

15%腰斩至7.5%。虽然续期保费保持增长(增速近5%),但 

受新单业务的影响，长期重疾险保费收入同比下降约4%。与 

长期重疾险的情况相反，短期重疾险保费规模迅速提升，同

比增速达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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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险方面，虽然业务结构整体向好，但医疗险仍不 

可避免地受到宏观经济、消费需求等因素的影响，2022年新

单保费收入同比显著下降10个百分点，上述的长期业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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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主要来自于存量保单续期保费的上升(续期保费同比增长 

43.2%)。未来，医疗险市场的发展环境将愈加复杂。 一方 

面，《关于适用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产品有关 

事项的通知》、《关于推进商业健康保险信息平台与国家医 

疗保障信息平台信息共享的协议(征求意见稿)》等一系列 

政策的出台将进一步加强医疗险的发展基础。另一方面，医 

疗险市场也将面临国内外经济环境、基本医保政策调整、“惠 

民保”业务发展变化等各种因素的冲击。长期医疗险是否能 

保持良好的成长趋势，助力商业健康险实现升级转型，是需

要密切关注研究的问题。

表 4    人身险公司长期业务保费增长结构

疾病保险 重大疾病保险 医疗保险 护理保险 失能保险

新单 -53.5% -53.1% -10.3% 138.9% 94967.2%

续期 4.1% 4.7% 43.2% 241.8% -3.7%

注*:失能保险新单保费迅速增长的原因是有2家公司2022年开始首次经营长期失 

能保险业务。

3. 分公司类型增长情况

从各公司业务增长情况来看，2022年大部分人身险公司 

原保费收入出现负增长，公司数量占比近55%,增速中位数 

为-2%。特别是保费规模最大的前7家公司，其保费收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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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占行业整体的比例近三分之二，但其中有6家在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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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负增长。从增速分布来看(图2)² ,绝大部分公司保 

费增速在(-15%,-3%)、(-3%,9%)两个区间内，占比各

为35%。

图 2      人身险公司保费增速分布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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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类型来看(图3A和 3B), 专业健康险公司与其

它人身险公司在业务增长结构方面呈现较为显著的差异。

一是健康险公司整体增长情况好于非健康险公司，除了

失能险外，疾病险、医疗险、护理险均实现保费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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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疾病险业务中，两类公司在个人和团体业务领域 

都加大了短期疾病险的经营力度，并且个人短期疾病险保费

增速远高于团体业务。这一规律在健康险公司中尤其显著,

其个人短期疾病险保费同比猛增了400%(非健康险公司53%),

图2分布图删除了一个保费增速过高(超过300%)的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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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短期疾病险保费上升了46%(非健康险公司16%)。而 

在长期疾病险方面，健康险公司则在非健康险公司整体保费

下滑的同时，实现了同比正增长，增速为6%。

三是在医疗险业务中，与非健康险公司不同的是，健康 

险公司的保费增长集中在短期险板块，长期医疗险增速则低

于非健康险公司。

图3A    非健康险公司分期限分模式保费增长结构

图3B    健康险公司分期限分模式保费增长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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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分 渠 道 保 费 结 构 及 增 长 情 况

整体来看，人身险公司健康险业务仍以个人代理渠道为 

主(图4)。但个人代理的保费占比自2020年以来逐年下滑，

从78.1%降至2021年的69%,2022年为66.7%。

图 4    人身险公司保费渠道结构

2.5% 4.5%3.9%

■保险经纪业务

●保险专业代理

■个人代理

●公司直销

■其他兼业代理

■银行邮政代理

66.7%

为进一步分析渠道业务情况，图5比较新增保费及当年 

累计新增承保人次的渠道分布结构；其中，新增保费定义为 

短期保费与长期新单保费之和，可近似地看作是当年新增业 

务带来的保费收入。结果显示，个人代理和公司直销两大主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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