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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负债的构成 

保险合同负债即保险合同准备金，包括未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 

•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是对在评估日之前尚未发生保险事故或虽已经发生保险事故、但仍

然有效的保单提取的责任准备金，是为未到期部分的保险责任所做的资金准备。 

• 未决赔款准备金是为已经发生但尚未结案的保险事故提取的准备金。 

中国财务报表上寿险和非寿险的保险合同准备金的名称不一样，但都是由未

到期责任准备金和未决赔款准备金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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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务报表上保险合同准备金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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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中国财务会计准则下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计量 

一、计提的原因 

     1.非寿险合同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原因 

          —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 

    2.寿险合同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原因 

          — 保险费的交付期限与保险责任的期限不相等  

          — 保费的平准化。  

          — 储蓄性业务的存在 



图解：会计核算周期和保单有效期不一致 

1.1 12.31 12.31 

会计年度 会计年度 

起保日 保单终止日 准备金评估日 

保单责任期限 

计提原因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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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费和均衡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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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自然保费与均衡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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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财务会计准则下保险合同负债的计量 

二、财务会计准则下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方法 

       保险合同准备金=合理估计负债+风险边际+剩余边际  

       1. 合理估计负债 

       合理估计负债即保险合同产生的预期净现金流现值的无偏估计。 

     （1）所谓预期净现金流是指由保险合同产生的预期未来现金流出与预期未来现

金流入的差额。 

     （2）预期未来现金流入， 是指保险人为承担保险合同相关义务而获得的现金流
入， 包括保险费和其他收费。  



根据保险合同承诺的保

证利益，包括死亡给付、 

残疾给付、疾病给付、

生存给付、满期给付等；  

1 3 2 

根据保险合同构成推定

义务的非保证利益，包

括保单红利给付等；   

管理保险合同或处理相

关赔付必需的合理费用， 

包括保单维持费用、理

赔费用等。 

预期未来
现金流出  

(3)预期未来现金流出，是指保险人为履行保险合同相关义务所必需的合理现金流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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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计量货币时间价值所采用的折现率，  应当

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

确定， 不得锁定； 

02 
如果计量单元保险合同整体负债久期小于等

于1 年， 可以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影响；  

03 
未来保险利益不受投资收益影响的保险合

同的折现率。 

保险人在确定合理估计负债时， 应当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故需要对相关未来现金流
量进行折现。  

  用于计量财务报告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的折现率曲线， 由基础利率曲线附加
综合溢价组成。 

  其基础利率曲线应与偿付能力监管目

的下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计量所适用的
基础利率曲线保持一致。 

 目前，基础利率曲线分为三段：  
750日移动平均国债收益率曲线      0＜ｔ≤20年  
终极利率过渡曲线                      20年＜ｔ≤40年  
终极利率（暂定为4.5%）                     ｔ>40年  

第一讲 中国财务会计准则下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计量 

货
币
时
间
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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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中国财务会计准则下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计量 

       ④ 对于未来保险利益随投资收益变化的保险合同，如分红保险（除不分利差的

分红保险外），用于计算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折现率，应当根据对应资产组合预期

产生的未来投资收益率确定。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 当前帐户的资产组合及未来的资产组合； 

       — 当前投资收益情况和资产的预期未来收益； 

       — 帐户的投资管理、投资策略和再投资策略； 

       — 当前市场利率； 

       — 投资费用；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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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风险边际 

       风险边际并不是对负债估计所额外附加的安全边际，而是为了补偿市场参与者

承担风险所需付出的机会成本（或者风险对价），主要反映未来现金流的不确定性。 

       寿险风险边际＝不利情景下的负债－基于合理估计假设的负债 

       非寿险风险边际=合理估计负债×风险边际率 

        

       财产保险公司与再保险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数据测算并确定非寿险业务准备金

的风险边际，但测算风险边际的方法限定为资本成本法和75%分位数法，风险边际

与未来现金流现值的无偏估计的比例不得超出2.5%－15.0%的区间，行业指导比例

为3%。 

 



• 例 3-1   寿险合同风险边际计算示例： 
（１） 计算无偏估计假设下的未来净现金流的现值：  

          合理估计负债 ＝ ５００ 元 

（２） 计算不利情景下的未来净现金流的现值： 

       死亡率增加 １０％， 退保率增加 １０％， 费用水平增加 １０％。 

        不利情景下的未来净现金流的现值 ＝ ７００ 元 

（3） 计算风险边际：  

       风险边际＝不利情景下的负债 － 合理估计负债＝ 700-500=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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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剩余边际 

     （1）剩余边际概念 

       剩余边际是在已考虑其他边际的基础上为达到首日不确认利得的目的而存在的

边际。 

       保险人在保险合同初始确认日不应当确认首日利得。当发生首日利得时，将首

日利得作为剩余边际，成为保险未到期准备金的一部分 

     （2）剩余边际的首日计量 

       情形一：当可观察的保险合同负债的市场价值＞（未来合理估计负债+风险边

际）时，存在首日利得，剩余边际=首日利得； 

       情形二：当可观察的保险合同负债的市场价值＜（未来合理估计负债+风险边

际）时，存在首日损失，剩余边际=0； 

       可观察的保险合同负债的市场价值=保费收入－市场一致的获取成本  



将首日利得作为剩余边际， 
成为保险未到期准备金的一
部分， 在保险期间内， 采用
系统、 合理的方法， 将剩余
边际摊销计入当期损益。 

应当予以确认并计入当期
损益。 

当发生首日利得时 当发生首日损失时 

（2）剩余边际首日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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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中国财务会计准则下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计量 

 

首 

期 

保 

费 

取得成本 

合理估计 

负债 

可观察的保

险合同负债

的市场价值 

剩余边际＞0 风险边际 

情形一：剩余边际=首日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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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二：剩余边际=0 

情形二： 

 

首 

期 

保 

费 

取得成本 

合理 

估计 

负债 

风险边际 
可观察的保

险合同负债

的市场价值 

剩 余 边 际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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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2 2010年2月14日保险公司与创新家具公司签订一寿险合同，收取保费12 000

元，市场一致的保单获取成本为1 250元，在合同签订日合理估计未来一年内保单

赔款和理赔费用以及保单维持费用的基础上，计算出合理估计负债为8 500元，按

3%的风险边际率计算出边际风险为255元。那么， 

       剩余边际=（12 000－1 250）－（8 500+255）=1 995（元）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12 000－1 250=10 750（元） 

       或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8 500+255+1 995=10 7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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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剩余边际的后续计量和摊销 

      剩余边际是未实现的预期利润，在保险期间内， 应该采用系统、 合理的方法

予以摊销并计入当期损益。剩余边际的摊销决定了利润释放的时间和分布形态。 

       我国保监会要求剩余边际应当随着保险合同收入和提供服务而逐步实现，释

放部分确认为利润。其操作方法是： 

• 剩余边际摊销比率=剩余边际/摊销载体在保单首日的折现值 

• 在报告日摊销的剩余边际=剩余边际摊销比率×摊销载体在报告日的折现值 

 



摊销 

寿险合同：目前通常是以有效保额或保单

数作为摊销载体， 在整个保险期间内摊销。 

非寿险合同：各保险公司一般采取直线摊

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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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剩余边际的后续计量和摊销 

我国银保监会要求剩余边际应当随着保险合同收入和服务提供而逐步释放确认为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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