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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对保险业的影响 

 

 

2010年 3 月 5 日，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首度公布了在新、旧会计准则下的保费收入。按旧准则来计算，1

月份太保寿险、产险保费收入分别实现 103亿元、66亿元，同比增速分别达到 47.1％、57.1％。按照新会

计准则计算，由于根据有关保险混合合同分拆及重大保险风险测试的要求进行了调整处理，太保寿险的保

费收入则“缩水”为 89亿元，产险数据不变。  

  我国在 2006年发布了企业新会计准则体系，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实质性趋同。接着 2007年

1 月 1 日，在上市公司实施并逐渐扩大到非上市的金融保险企业和大中型工商企业。其中第 25号关于原保

险合同的处理一直没有实施。直到 2009年 12月 22日，财政部印发了《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以

下简称《规定》），就保费收入确认和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等相关会计处理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保险公

司应当自编制 2009年年度财务报告开始实施本规定，以前年度发生的有关交易或事项的会计处理与本规定

不一致的，应当进行追溯调整。新准则的主要变化在于首先必须对风险进行保险风险和非保险风险的拆分，

属于保险风险的才可以确定为保险合同，其次必须进行重大风险的测试。  

  从《规定》的内容来看，其对保险公司主要产生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首先，保险公司需要更多的专业判断。包括对于保险风险的判断、对于模型的选择、对于综合边际的

判断、对于折现率的判断、对于费用假设的判断、对于未来现金流的判断等等。在保险合同的处理中，第

一步需要进行保险风险的拆分，第二步根据重大保险风险测试结果，发生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可能导致保

险人支付重大附加利益的，即认定该保险风险重大，不过必须是具有商业性质的。其中，保险风险可拆分

与否，风险重大的标准，风险测试的进行，都需要保险公司的主观判断，没有具体的统一规则。保险风险

的拆分，对于产险公司来说，影响微乎其微。因为财产保险几乎都是传统的具有保障功能的产品，期限较

短。受此影响较大的是寿险公司，尤其是其中的投资类产品。主要是投连险和万能险。已经披露了新旧准

则下保费收入的中国太保，其险种结构中投资产品的比重较低。在 2009年回归保障，分红险当道的情况下，

主打分红险占比远高于投连险和万能险，其中，分红险大部分都可以计入保费，而万能险需要进行重大风

险测试。而中国平安，在 2010年产品策略仍以分红险和万能险为主导，如果中国平安进行新准则的披露，

则其旗下的平安人寿保费缩水将比太保严重。这些意味着，在新准则下，我国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排名将

会呈现出新的态势。  

  其中，重大风险测试和保险合同的拆分，对于保险公司和保险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该风险分

拆可以科学的区分保险合同和其它合同，主要是指投资合同，真实地反应了保险公司面临的保险风险和投

资风险。从报表上更加直接和客观地反映了保险公司的保障产品和投资型产品的发展形势，对公司的投资

决策有很强的借鉴作用。2008年金融危机中 AIG 的倒闭在带给我们震撼的同时，更多的是反省和吸取教训。

AIG 的集团式发展 ，在产生经营和客户的协同效应，降低成本的同时，也使得风险更加的复杂化，保险、

投资等各种风险被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当其中的一个环节发生错误的时候，便会产生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

应，AIG 最终被牵连。我国的新准则，对保险合同和其它合同的拆分，对于这一风险将起到一定防范作用。  

  不仅仅增加了主观判断，对于保险公司来说，高管层的作用也更加举足轻重。由于其可供选择的计量

方法、计量模型较多，首先就产生了一个模型和方法的选择问题，因而，保险公司有关保险合同的会计处

理规定不再单纯的是财务部或者精算部的工作，而需要高管人员先进行抉择。参照公司的发展状况，在充

分评估以后选择最适合公司的方法，因为一旦决定，在相关的会计年度内不能再变更。并且，执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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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公司建立明确的工作流程和控制制度有明确的要求，因为其中涉及的过程复杂，需要进行判断的环节

多，并且测试的进行是持续的，没有一个完善的流程，将很难保证财务信息的质量。  

  其次，新准则的实施，可以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增加信息的透明

度。《规定》列明了保险人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有关的信息。要求披露准备金的计量

方法，额度增减情况，考虑分出业务和不考虑分出业务时候的索赔进展情形、各种重大假设，以及预期未

来现金流流入和流出的组成内容和计量方法。这些将不断完善我国保险业的信息披露，使其更加全面、充

分和严格。既可以公正地反映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也有利于监管部门更加清晰地评估保险公

司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投资者也有了更多的参考信息，并且这一举措是和国际接轨的。在日本，保险公司

已经把保费的计算、盈利和亏损的具体数据都公布给消费者，我国的发展也是符合这一趋势的。  

  我国的三大寿险巨头：人寿、太保和平安均已经在香港和国内 A 股上市。在香港，自从 2005年 1月 1

日就开始直接使用国际账务报告准则，在 2007年 12月 6 日和内地签署了两地会计准则等效的联合申明。

不过在会计准则的实际执行过程中，香港和内地的保险公司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比如说，H 股年度有保险

风险分拆和重大风险测试，而 A 股并没有，因而 A%2BH 股在年报保费收入方面存在差异。《规定》的出

台，内地的保险公司也必须进行风险拆分和重大风险测试，因而消除了在 A 股和 H 股中会计政策的差异性，

两个股市中可以使用同一套会计报表，降低了公司的编制成本，也方便了投资者的查阅，并且进一步提升

了我国保险会计在国际中的地位。总之，新准则的实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于增强我国保险业和国际

的接轨，以及提升我国保险公司的竞争力还有保持保险业的稳健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